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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啊，我们曾经最常用的一种交流
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求了。”看着儿
子写信时抓瞎，段明月心头满是感慨。她
说，如果不是学校的作文课要求写信，老师
留了这份作业，自己都想不起来要让孩子写
信，孩子也不会知道写信是怎么一回事。

想起当年自己读书时，手机和网络都还不
发达，段明月与家里的沟通主要就是写信，“最
激动开心的就是两个瞬间。一是当信件丢往邮
筒里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当有人通知我有来信
的时候。那种经历，现在想起来都印象深刻。”

段明月惊讶于孩子写信时的格式问题，
还有更多家长却认为写信已越来越没有必
要。“写信？给谁写？打电话不行吗？”这是
很多家长听到记者询问孩子近年来是否写过
信时的第一反应。

“打电话都没时间，发微信都只回‘嗯’
‘好’，或者干脆回一个表情包，怎么还可能去
写信？”孩子正在读初三的秀秀妈说，孩子早
就投身准备中考，无心其他事情，写信这种事
儿更不值得花时间，“不过，如果需要给校长
写封自荐信，这个安排倒是可以有。”

齐齐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练习毛笔字，如
今已经能写出很不错的行书，但他也从不写
信。“有必要吗？”齐齐说，父母要求他每个月
要给远在老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打电话，每
次电话的通话时间也就两三分钟，“我爸他们
也就是问奶奶吃饭了没，多买点吃的，不舒服
赶紧去医院……就这几句话，真没营养。”

“不说孩子动手写信了，您现在想要出
门买个信封都挺难。”有家长表示，如今不
仅孩子写信少，连信封的功能和角色都发生
了变化。“现在要在超市买个信封，有时得
问好几家店，还不一定有。”该家长说，信
封本来是装信件的，但很多时候也成了装发
票、票据的一个工具。“要装一封手写的
信，确实太少见了。”

记者在中学门口、培训机构随机对上百名
家长进行了调查，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一个
中小学生曾经主动给家人写过信，也没有一
个家长要求孩子必须给家人写信。“我们不
是总批评那种‘面对面坐着，还得用微信交
流’的方式吗？都在一个家里住着，干嘛还
要写信？”有的家长表示不理解，甚至有家长
觉得这种形式“很搞笑”。

●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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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北京市中小学生写信现状

现在的孩子都不会写信现在的孩子都不会写信

“最近二十多年来，家书交流的方式基本上
已经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人民大学
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说，近几年孩子主动写
家书的不多。对伴随着手机和互联网长大的中
小学生来说，甚至对成人来说，通常找不到书
信往来的必要和激情。他认为，北京市教委倡
导“提笔写信”特别好，抓住了传承家书文
化、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传统
文化的传承，其实主要是青少年，中小学生是一
个非常关键的群体。”

张丁分析，如今虽然各种通讯手段发达，但
家书有它独到的价值。“双方在交流时通常含
蓄、委婉，有些感情、有些话可能并不能落实到
语言上，但是可以通过文字表达。”

至于写信的好处，张丁认为也有很多。提高
孩子的汉字书写能力自不必多说，还有利于培
养孩子的书面表达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培养
孩子的思考能力，“写信，也是放松身心，整理
自己言行和思想的机会。”此外，坚持写信，
也能养成诚信、友爱、真诚、善良的人格。

“家书的核心理念就是真诚和爱，有长辈对晚
辈的关爱，有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也有平辈之
间相互关心帮助的关爱等。”张丁呼
吁，家长可以更主动一些，先给
孩 子们写信，然后要求孩子回
信，这样孩子们也比较容易接受。

而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看来，如今随
着人们见面的门槛降低，微
信、电话等沟通方式的增加，
写信的功能性确实在下降。同
时，写信少也有孩子学业负担太
重的原因，“考试提高分数的要求

太

高，挤掉
了 孩 子
写信的
时
间 。” 他
认为，学
校在教学上不
能 只 教 书 本 ，
而要鼓励学生
更多地在自己
体验的基础上
表达，给学生
更多社会交往
的机会，产生交
往和表达感情的
实际需求。有需
求的基础，才会
有表达的主动性。
来源：北京晚报

● 声音

家长先给孩子写家长先给孩子写，，然后要求回信然后要求回信

为什么如今中小学生写信积极性不高，普遍
没有这个习惯？记者调查发现，电子设备影响、平
常作业多、相关活动流于形式、家长没有意识引导
等，都是背后的原因。

“现在网络冲击太大，孩子作业多，家长也忙，
根本没意识去培养孩子写信。”家长潘燕萍说，孩
子读小学六年级，放学回家写作业，一写就是好几
个小时，很多时候家长还得全程陪同，“根本没时
间想别的。他作业比较多，写信只有在我们闲聊
时才会偶尔谈起，但一直没实际行动。”潘燕萍说，
孩子忙完作业后的“放松”途径，只是玩会儿手机、
PAD等电子设备，“让他玩十来分钟，赶紧睡觉。”

也有家长希望通过行动引导孩子写信，但结
果并不乐观。“写信和写日记，都可以看作是一种
自我记录、交流和表达，没有电子设备前，很多人
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过，我的引导经历却以失败
告终。”家长莫如静的孩子已经读初二了，尽管自
己也曾努力引导孩子写信，但两次写信的经历，最
终都“不了了之”，孩子也没有坚持将信写下去。

“有一次是读小学时，学校专门有一堂课是
教写信，不过最后却成了机械地应付考试。”莫
如静回忆，当时学校期末考试的作文内容，是让
学生结合自己的经历，给亲人写一封信。“最
后，写信就变成一道需要老师打分的期末考试题
目，从头到尾也没有正儿八经寄出去。”还有一
次，学校搞联谊活动给边远地区的小伙伴写信，
自己当时忙前忙后，帮着孩子修改书信内容，买
信封邮票等，不过最终没有什么回音。“也不知
道信件到底寄出去没有，孩子没有体会到远方有
来信那样的回应，也就没有了写信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算是一种遗憾吧。”

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介绍，如今在北京市的语
文学科中，书信教学主要在小学四年级有涉及。

“有这样的课程，会教孩子学习写信的格式和基本
知识等。”该语文老师透露，据自己的观察，学生写
信比较多的时间节点，主要是在毕业季或者每年
教师节前后，“学生会通过写信的形式，来表达对
老师的尊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不仅孩子提笔写信
的经历少了，甚至连写日记都变得很奢侈。“不管
是小学还是中学，写书信、写日记我都觉得有必
要，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书信和日记会成为他们的
一种自我记录和表达的途径。尤其是青春期时，
如果有一个笔友或者好的写日记习惯，相信会对
他的成长也有帮助。”莫如静说。

● 探因

不光写信少了不光写信少了，，写日记也很奢写日记也很奢侈侈

“写信要先写什么？你给谁写的？对人的称呼抬头不要
了吗？”晚上8点，当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在作文本上写下第
一行字时，妈妈段明月眉头一紧，“夺命三问”脱口而出。

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交流形式，写信在互联网时代似乎
成了“奢侈品”。北京市教委因此呼吁同学们远离手机，拿
起纸笔。北京孩子如今写信的时候多吗?背后有怎样的现
实。未来如何让孩子更“勤快”地提笔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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