
69www.xinminweekly.com.cn

对于上述情况，丁雪辰在接受

《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独处有

一定的复杂性，“独处可能伴随着

孤独等负面情绪，但也可以带来放

松和压力减轻，同时不被外界消极

信息所困扰。不过对于小学生而言，

独处的代价是高于益处的，不参与

社交会影响小学生社交技能的习得，

降低自身在学校里的社会支持，出

现各类情绪问题”。

丁雪辰也认为，课间 10 分钟对

于小学生同样重要。“课间 10 分钟

是有必要的，不仅是为了让学生喝

水和上厕所，更是为了让学生调节

情绪、放松身心。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注意力无法长期维持，学习的

过程中如果一直不休息，反而不利

于知识的吸收。小学生的执行功能

发展还不成熟，要长时间专注是非

常困难的，因此课间时间很重要，

也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丁雪辰说道。

不过在丁雪辰此前的研究中提

到，从童年早期到晚期，独处偏好

对于个体情绪问题的影响会逐渐增

大，直至青春期达到高峰。但随着

个体步入青春晚期和成年早期，独

处偏好的负面影响会逐步减弱。

上述研究表明，伴随年龄增长，

青少年对独处的厌恶感会下降，反

而对独处的喜好会增加。年长的青

少年在独处时更能够掌握自己的情

绪，并利用独处时间思考解决问题

的方法，因而随着年龄增长，个体

由于独处偏好导致情绪问题的可能

性也相对减小。

正如丁雪辰所提到的，独处有

其复杂性。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

会逐渐对独处和社交有着更明晰的

判断。

线上社交的方式，看起来仍是通过

游戏或者其他爱好固定自己的社交

圈，和过往的“80 后”“90 后”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如今

的孩子们更加依赖线上社交，因为

他们在学校的线下社交正在被不断

压缩。

此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

英副教授与许知远在《十三邀》第

六期节目中的对话在网络上引发了

热议。林小英在节目中谈到，当前

的教育系统过于注重升学预备，而

忽视了教育的其他重要维度。“基

础教育应该完成两个使命：基础性

和预备性。”她说，“但现在的教

育系统似乎只为升学做预备。”

林小英进而提出了一个观点：

学校应该留出空间，让学生学会“玩”

的本领。这看似无用，实则是艺术

的源泉，是在除了“卷”学历以外，

找到更多出路和可能性的一把钥匙。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孩子们，

来自上海和其他城市。他们不约而

同地提到，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

三年级开始，自己的课间 10 分钟愈

发频繁地被占用。孩子们会抓紧剩

下为数不多的时间，去一趟洗手间，

或者继续在座位上写作业。很少有

人会和同学到走廊和操场上玩耍。

另外，孩子们在课后时间，即

便不去补习班，也没有太多机会和

身边的同学、朋友单独相约出门玩

耍。更常见的情况是家长组织，为

彼此的孩子创造社交的机会。这当

然有其客观因素，譬如公共设施老

化、存在尖锐危险物体、活动场所

车流量大等隐患，也是家长不放心

孩子到社区玩耍的重要原因。

对此丁雪辰认为，家长介入和

干预儿童的社交活动，多数是出于

安全考虑，担心儿童自己出门遇到

危险，同时也希望儿童在家长放心

的领域活动。不过，常常会出现家

长过分干预儿童社交的情形，如规

定好时间地点活动内容，阻止与某

些同伴来往等等。实际上，家长把

方方面面都安排好，看似是一种安

排妥当的“避雷”方式，却也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儿童的好奇心以及

对于外界的探索欲。

伴随着课间 10 分钟以及课余时

间社交和玩耍的减少，越来越多的

孩子在线上社交，或是已经开始习

惯接受独处、没有社交圈的现状。

在采访中，有孩子觉得“交不到朋

友”“很难交朋友”，或者感觉“交

朋友太累”“孤独也挺好挺酷”。

朗朗告诉记者，自己平常在学

校懒得在课间参加和同学的交流，

“他们聊得有点幼稚。无非是玩什

么游戏，喜欢谁，讨厌谁。聊这些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反正两年后就

毕业了，大家也就再见了。不如把

时间节省下来，早点写完作业，回

家还能多休息一会”。

每逢周末，朗朗往往在周六上

午就写完了所有作业。剩下的时间

他要么在家里玩一会游戏机，要么

出门跑步。在这些课余的休闲时间，

朗朗也倾向于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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