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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下午，在安庆市迎江
区一小学的操场上，“葵花籽超市”
又开张了，同学们拿着本学期的优
秀成绩积分券兑换自己喜欢的玩具
和学习用品。“六一”前夕，该校
766名学生的优异成绩积分券都兑
换到了一个大大的“儿童节成长礼
包。”（《安庆晚报》5月28日）

为了欢度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
几乎所有的幼儿园及小学都会举办
专场文艺汇演等各种庆典活动。可
谓全员参与，全域狂欢，盛况空前。
然笔者走访调查后发现，孩子对活动
所带来的惊喜反应并不强烈，一句

“就那样”不禁催人深思：到底是孩子
过节还是大人替孩子过节呢？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孕育不
一样的童年。但无论何时何地，自由
都是孩子的天性，快乐都是孩子的底
色。说实在的，现在的孩子不缺吃不
缺穿不缺玩，缺的却是自由与快乐。
这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自由快乐，又是
被谁“偷走”了呢？恕我直言，是“华而
不实”的教育和“自以为是”的大人。
不妨追问一下：为什么总是演老旧的
节目呢？为什么就不能是舞蹈《霜雪
千年》歌曲《心如止水》呢？为什么有
的节目孩子不喜欢呢？这正暴露了儿
童文化视域中的功利等弊病。而众多
弊病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些大人。也正
是由于大人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
的角度,没有以孩子的心性思维去感

同身受，相反却是“霸道”地替代、剥夺
甚至扼杀，这是大人不知不觉对孩子
犯下的“罪责”。

其实，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
是成人的附庸。儿童应独立于成人存
在，儿童剧场、儿童乐园、儿童演出，只
是物化层面的愉悦儿童发现儿童。儿
童有自己或许为大人所无法感知乃至
共鸣的观点、审美及苦恼。儿童不是容
器随便装更不是白纸任意画。儿童具
有活跃的精神生活，这几乎是“天赋本
能。”日本作家古川千胜写过一个小故
事《其实有钱人可能很穷》，讲一个非
常有钱的人把儿子送到乡下，想让儿
子体验贫穷的生活，但儿子从乡下回
家后却说：“我们家笼子里只有一只小
鸟，农家有狗和牛，还有好多只小鸟。”

“我们家虽然有游泳池，可是那里有看

不见尽头的河流。”“我们家有明亮的电
灯，可是那些人晚上有满天的星星。”

“我们有仆人的服侍，而那些人是在为
别人服务。”“我们花钱买食物，而那些
人是自己种植。”“我们家四周有保护我
们的围墙，但是那些人有保护他们的朋
友。”儿子的回答让父亲无言以对，儿子
接着说：“爸爸，谢谢你让我知道我们是
多么贫穷！”很显然，孩子的很多视角与
我们不同，有时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因此，若想让孩子从儿童节的演出中
感受幸福与快乐，可能还需要我们家
长及老师做出改变，放手让孩子自己
选择快乐的方式，自己做主决定演什
么怎么演和哪些人一道演。这样的演
出才会真的让孩子们表现“突出”，
这样的联欢才会真的让孩子们更加

“喜欢”。不是吗？

让孩子自主选择快乐的方式
王老实

在很多家长都在忙着给孩子准备
儿童节礼物之时，这位金先生留出时
间，放下手机陪伴孩子的做法，让人感
到温暖。这既是一种亲子智慧，也是一
份育儿责任。可现今，这份责任却被许
多家长忽视了。许多年轻的家长由于
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社交生活丰
富等，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也很少有闲
暇和心思陪伴孩子，只能请老人代劳。
这使得很多家长成了“缺席”的父母，父
母和孩子互相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有的家长尽管天天和孩子在一起，可却
自顾自玩手机，不与孩子交流和互动，
这种“隐性失陪”，不仅容易使家长和孩
子的感情变淡、亲情变疏，而且还会在
孩子心中留下阴影和缺憾。

虽然，为了给孩子过一个有意义
的儿童节，我们不少家长从童装到图
书，从零食到玩具，只要与儿童有关
的商品都舍得为孩子掏钱。还有的
从补习班到学区房都丝毫不敢松懈，
对孩子的付出不可谓不大。但这些
付出并不意味着陪伴。实践早已证
明，“比起丰富的物质生活，父母的陪
伴与良好的亲子互动才是给孩子最
好的礼物”。陪伴孩子成长，尊重和
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是父母的责
任，也是孩子成长的需要。尤其是在
孩子成长的早期，更需要被关注与肯
定。发展心理学就认为，父母的陪伴
能够让孩子更好地与人建立亲密关
系。这正是因为，有效陪伴能减少孤
独感、增加安全感，从而形成稳定、积

极的心态，更勇敢也更从容地面对他
人、面对人生。现实也已表明，“失陪
儿童”受到的隐性伤害，日积月累，往
往会酿成家庭难以下咽的苦果。

再说，手机可以随时拿起，孩
子却不能随意放下。父母的陪伴，
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有
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
你旁边，你却在看手机。如果心不
在、情不在、注意力不在，如此形
同虚设的陪伴，又如何说得上是与
孩子在共同成长呢？

因此，从孩子最期待的“六一”儿
童节开始，我们的父母们是该静下心
来，放下手机，听听孩子的心声了。
对那些整天忙于工作、忙于事业的父
母，也该停一停脚步陪一陪孩子。要
充分认识到自己对孩子成长担负的
责任，让孩子具有完整的成长历程和
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要知道，时间
如海绵，挤一挤总是有的。我们的家
长们要以更多暖心的陪伴，来避免孩
子不良习惯的发生，来不断地温暖孩
子的内心世界，丰富孩子的情感人生。

让陪伴成为最暖心的节日礼物
潘天庆

每一个孩子都期待的“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不少家

长绞尽脑汁，提前策划。记者走访发现，从童装到图书，从

零食到玩具，与儿童有关的商品都被贴上了儿童节活动标

签，儿童商品市场也掀起消费热潮。市民金先生表示，儿童

节要留出时间陪孩子。不忙时尽量放下手机陪孩子多运动，

加深父子之间的感情。（《安庆晚报》5月24日）

儿童节“宝贝经济”年年
有，而且是“蛋糕”越做越
大、花费越来越高，热度丝毫
不减。“宝贝经济”的兴盛，
完全是应了“孩子的钱最好
赚”这句老话。随着生活水平
的逐步提高，再加上现今大多
是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们对孩
子的消费毫不含糊，特别是

“ 六 一 ” 儿 童 节 更 是 慷 慨 比
拼。而商家则瞄准了这一“经
济增长点”，费尽心思、不遗
余力地推出各种各样的消费活
动，加上家长们受从众盲目攀
比心理趋使，一次性的儿童消
费怎能没有广阔的市场？

然而，透过这份热闹，我
们不难发现“宝贝经济”最终
带给孩子和家长的，不仅仅是
一份“血拼”后的沉重额外负
担，更有一种无奈的浪费，儿
童节在某种程度上演绎成“儿
童劫”。就孩子而言，“儿童

节”不是礼物节，豪华奢侈的
“一次性消费”往往会膨胀他
们的私欲，丢掉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拿家长来
讲，“儿童节”不是攀比节，
不能为了孩子“没面子”或是
弥补缺失的爱，硬着头皮购买
奢侈的礼物，加重经济负担
……真不知是“宝贝”把“经
济”侮辱了，还是“经济”把

“宝贝”糟践了！
“宝贝经济”到底经济了

谁，相信每个商家都心知肚
明，只是咱孩子和家长遭了
罪。可细细想一想，这罪还不
是自找的？“六一”对家长来
讲要让孩子快乐，但这份快乐
不应建立在高额礼品消费的美
妙一刻上。把“六一”的快乐
原原本本地还给孩子，少一份
攀比和浪费，多一点自由和放
松，恐怕对于孩子今后的成长
更加有利。

“宝贝经济”受益的不是孩子
徐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