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暑假
家长蜂拥挤上“车”，孩子迎来“第三学期”

近日，一条内容为“美国小学生暑假
要做的100件事”的帖子最近在微博上流
传，用中英文双语列出的100个选项中，包
括“去野营、去远航、去旅行、去拜访别人、
去图书馆、烤饼干、带着微笑做家务、写首
诗、做个艺术品……”其中第100条是：玩
得开心！然而，环顾身边看看我们的孩子
又在干什么呢？

我们的孩子在忙啥？

这条帖子真假莫辨、出处不明，却获
得了众多转发和评论，网友们无非借它
比对中国教育现状，抒发怨言和感慨，正
如帖子中的一句追问：“我们的孩子在忙
啥？”

其实，发问的网友心里大概都清楚，
我们的许多孩子正为“中国式暑假”忙碌

呢。暑假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并不因繁重
课业的中断而获得放松和喘息，而意味着
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花在一个又一个新
的课堂，开启他们的“第三学期”。

暑假对许多家长来说，绝不是可以让
孩子在闲散中度过的一段逍遥时光，而意
味着抓紧时间为下学期做充分的知识准
备，或者让孩子掌握一门技艺。许多孩子
不是为了从这些课堂上体会学习的乐趣，
或者激发创意的火花，而是为了学习更多
的应试技巧，掌握更多寻找到标准答案的
方 法 ，做 更 多 的 习 题 ，记 牢 更 多 的 要
点……这样的暑假，让孩子身心俱疲，让
家长不胜其累。

家长忙着“搭车”

也帮忙“踩油门”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渐
渐达成这样的共识：僵化而
功利的教育方式，无益于
启迪孩子的灵性和创新 能
力，无益于培养真正有竞争力的一代。然
而“中国式暑假”的困境是，很少有人真心
喜欢这么做，而却认为应该这么做，或者
不得不这么做。换句话说，人们不能按照
他们希望的那样去做，他们付诸实施的其
实是他们内心并不认同甚至感到不满的。

他们每个人可能都焦虑着，每个人都
可能抱怨着，但每个人都身体力行着，而且
争先恐后着。从众是容易给人安全感的，随
大流是低风险的，习惯于一种机制显然是最
省事的。大多数人既是搭车的人，也是帮助
踩一脚油门的人，很少人选择下车或重新择
道，大家都忧心忡忡地看着这辆大车飞快地
开向自己其实并不乐见的方向。他们一边

抱怨着，一边蜂拥着挤上车。

改变困境人人有责

不为人群所左右，不为机制而折服，
不仅需要强大的内心，需要独立自主的意
识，也需要为“另类”选择承担后果的勇气。

其实“中国式暑假”的困境，不仅仅是
中国教育当下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中
国社会的困境：即人人都可能是批判者，
但同时也往往成为合谋者。

其实，如何使孩子度过一个健康而有
意义的假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

(中青)

忙于工作的80后小夫妻无暇照顾
孩子，于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挑
起了重担。可是，在隔代教育中，总是
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分歧。据媒体报道，
近日安徽省一名中年女子因管教孩
子，被婆婆训斥，从而引发婆媳口角，
女子一气之下跳进下水井里，死活不
出来。现如今“隔代教育”引发家庭矛
盾的事件越来越多，隔代教育存在哪
些利弊呢？家长又应该怎么协调呢？

矛盾多多
最难调和的是溺爱孩子

一项调查显示，隔代教育在中国
大家庭比较普遍，其中由祖父母参与养
育的0-3岁的儿童超过70%，3-5岁的儿童

超过50%，而5-7岁的儿童超过35%。
据了解，隔代教育的矛盾主要体

现在孩子的生活习惯培养、待人接物
以及学习教育问题三方面。“我爸妈
太宠孩子，孩子的一些坏习惯也不予
以纠正，任其发展。现在1岁多的儿子
已经养成抓人头发、打人、咬人等坏
习惯。”李女士由于平常工作很忙，只
能由爷爷奶奶代为照顾，在长辈的宠
爱下，孩子的脾气非常坏，也不好带。

矛盾根源：
教育理念未达成一致

调查发现，大多数家长认为，隔代
教育忧大于喜，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此，家长各有看法。

从小就由奶奶带大的小陈现在
是某企业的市场主管，在他看来，祖
辈在年轻时，会因为工作等原因，或
多或少地疏忽子女的教育，于是特别
想在孙辈身上弥补回来。而且，祖辈
时间比较充裕，更愿意在孙辈教育上
花工夫。

父母代劳分歧大

场景一：家长管教，长辈护短
家长管教孩子，奶奶护短。儿子回

到家，只想看电视，不想做作业，父母
管孩子，奶奶就出来护着。孩子不能按
时完成作业，父母批评，奶奶连忙出手
护短。

过来人支招：家长可以私底下
跟奶奶沟通，千万不能当孩子的面
指责奶奶不对，起码要让奶奶觉得
自己受到尊重。有的时候老人即使觉
得你说的是对的，为了面子，他也会
坚持自己原来那套，所以最好不要跟
他们正面冲突。
场景二：教育理念不一致

年轻父母注重早教，给孩子买很
多绘本，家里的书多了，孩子上兴趣班
了，老人就有了顾虑，认为这么小的孩
子读这么多书，上兴趣班，太累了。

过来人支招：让孩子把自己会读
的书读给老人听，把从兴趣班学来的
本领表演给老人看，老人看到孩子犀
利了，自然就会高兴。然后再选择一些
科学育儿的方式与老人一起学习，等
孩子有了进步后，用成果来证明，是最
好方法。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我
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外用餐次数增
多，浪费粮食的现象日益严重。如今，
全国倡导“餐桌文明”。当餐桌文明遭
遇面子，您是如何看的，您平时在外就
餐时有打包的习惯吗？

在外就餐，您会打包吗吗？

调查发现，餐桌上铺张浪费的现
象时有发生。有市民者坦言：“出去吃
饭，尤其是请人吃饭的时候，总觉得
饭菜点得多才有面子。”这样的观念
在市民中并不少见，导致了不必要的
浪费。

@网友8237：用餐最不文明的是
食物浪费，满桌子的菜有的没吃几
口，就要面临倒掉的境地，实在是太
可惜了。我的做法是，事前带上一些
塑料口袋，散席前打好包，再带回家。

@网友1568：在外用餐如是和亲
朋好友一起，原则上都会适量点菜；
但单位在外用餐，特别是一些业务用
餐就不好控制。

@网友“微笑着面对”：俺们打工
的，有时早上到餐馆吃碗牛肉面，一
般不存在浪费问题，有时连面带汤都
要吃得干干净净。如果要开展餐桌文
明，那当然是吃好多点好多，吃不完
打包带走，只要不浪费就好了！

“剩得多有面子”的观念应改变

相信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亲朋
好友在外就餐，菜点少了，感觉没面
子，点多了吃不完又浪费。“一桌上千
元的饭，九个凉菜、八个热菜、三个
汤，能吃掉一半就算不错了。”一家星
级酒店的任经理说，宴会上的浪费现
象十分普遍，一些请客的主人碍于面
子，抱着“宁可吃剩也不能短缺”的心

态，即使客人都吃饱了，还要再点几
个菜，不想给客人留下抠门的印象。

据了解，如今已有不少城市餐饮
企业对吃完的消费者以桌为单位赠
送纪念品或优惠券，对没有吃完的消
费者提示科学打包，主动提供免费环
保打包餐盒。

文明餐桌公约：

倡议“吃多少点多少”

随着文明就餐观念的不断普及，
人们的就餐习惯也发生了一定的改
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就餐过程
中的文明行为，人民也开始有意识地
遵守“文明餐桌公约”。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提倡
节约粮食，但是现在餐桌上的浪费现
象确实触目惊心，其实，节约才是最
好的面子，吃不了也可以“兜”着走，
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勤俭节约，减
少粮食的损失和浪费。

节约才是最好的面子
吃不了咱可以“兜”着走

“隔代教育”引发的矛盾

三伏天来袭

今年比去年少10天
潮湿闷热的“桑拿天”开始了，今年

“三伏天”为30天，比去年少10天。三伏天
养生之道 最益补气去火多酸多甘。祛火
宜食苦瓜、西红柿等性凉、清暑的蔬果；牛
奶性微寒，可以补水、滋阴、解热毒；宜食
菠萝、西瓜等性酸的食物。

近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发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
庭资产平均为121 . 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
为247 . 60万元；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
为89 . 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参与
调查的工作人员坚称，调查的数据是可
靠、可信的。

网友评论·微博评论

@yangzhe1991：杨村有个杨千万，邻居九
个穷光蛋，统计人员一平均，杨村十个杨
百万。
@蓝颖2012：想起一个老笑话：比尔·盖茨
走进一家咖啡馆，平均起来咖啡馆里的所
有人都是千万富翁了。
@玉澜V：我家没有达到城市家庭的平均
数，真难过。
@来源爱说笑：跟大部分抽样数据一样，
样 本 中 的 极 值 对 最 终 结 果 的 影 响 过
大——— 要么样本太小，要么抽样方法有问
题。大家都盯着户均资产247万，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数据没被关注，就是中位数只有
40多万元。如果此次调查有效，只能说明
财富分布非常不平均！所以我更愿意相信
这次统计没有代表性。
@三儿的爸爸：我也学过统计学，这次调
查的样本数量颇让人质疑，不够严谨。
@专治各种伤不起：这数只在梦里出现
过，下班去查下自己银行有多少钱，我全
家有多少钱！
@平头李恺：中位数还是比较靠谱，平均
数和中位数相差巨大…… (广州日报)

你家资产没有247万？

又拖后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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