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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接9岁孙子过暑假
遭嫌弃，只因没WiFi
一个网友回复戳中泪点

最近一则“奶奶接孙子过暑假被拒”的
新闻在微博上“火”了！

以往暑假，重庆渝北 67 岁何奶奶的孙
子会来她这里度过。7月中旬，何奶奶特意
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去儿子家接孙子团
团，可 9 岁的团团却不肯来何奶奶家，因为
奶奶家没有 WiFi 和智能手机，实在是“太
无聊了”。

何奶奶很郁闷：“我会做团团最喜欢的
红烧蹄髈、回锅肉、杂酱面；可以像以前一
样陪他一起看古装电视剧；讲他最爱听的
神话故事，唱小曲哄他睡觉……手机和网
有啥子好耍嘛？我就是想不通呀！”

奶奶会做各类美食，会讲神话故事，会
唱好听的歌曲，甚至坐了2小时的车专程去
迎接孙子。可最终还是“斗不过”智能手机
和WiFi。消息一出网民炸了锅，在一片“心
疼奶奶”的声音中，一条评论戳中了无数人
的泪点：“我宁愿手机电脑什么都没有，只
求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跟外婆呆一天，吃她
做的饭炒的菜，听她说的故事。”

由此开始，不少人纷纷追忆那些回不
去的童年，无法再延续的亲情。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时代在变化，每一
代人的童年爱好都是不同的。奶奶想赢回
孙子的心，不妨自己变得“潮”一些。有热
心网友就帮奶奶支起了招——装个WiFi。

评论里还有很多人将“锅”扣在了手机
等电子产品身上，认为是手机使得现代人
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亲情越来越淡漠。

可手机等电子科技产品从来都只是单
纯的物品而已，它可以冲淡亲情，也可以成
为维护、甚至是加深亲情的纽带。关键在
于，使用它的人是否能意识到亲情的可贵。

比如，美国的一名记者就在父亲去世
后，利用自己造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再一次“与父亲进行对话”。电子产品是时
代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
而亲情是永恒的无价之宝，是失之无法再
续的易碎品。愿每一个人在享受电子科技
的同时，更加珍惜真正疼你的眼前人。

▋据《扬子晚报》

“北京 2000 万人假装在生活”的余温还未散去，
一篇“月薪三万，还撑不起孩子的暑假”又成为朋友圈
热文，引发不少人的关注与讨论。

一位母亲抱怨，暑假期间，去掉给孩子去美国游
学的费用、请保姆的费用、孩子钢琴考级的费用、游泳
班的费用等，3万的月薪所剩无几。对此，有人共鸣，
认为这位母亲说出了不少家庭的心声；有人则批判：
与其说是在抱怨，不如说是在炫富。

其实假期补课的讨论绝非新话题，每每放假之
际，有关游学、夏令营、补习班的讨论总能成为家长们
热议的焦点，这次也不例外。只是困惑从普通收入家
庭逐渐延展至富裕家庭，并被置于睽睽目光之下，作
为公共议题讨论而已。 ▋综合

出境游是为了拼“话语权”
就读于某实验小学三年级的琦琦（化名）刚刚从美国

游学归来，他打算利用一周的时间整理旅途的照片和游
记，等开学要好好跟同学们聊聊这次美国之行的见闻。

“以前没出国玩过，每次同学们聊起各自出国玩
的经历我都插不上嘴。”琦琦说，每年寒暑假，老师会
请同学们提交各自的计划表，除了学习以外，很多同
学都会晒出自己的出游行程。开学会，大家上交的各
种趣事、游记都是国内外游玩的故事，特别是有过出
境游经历的同学聊起天来声音都大一些。

琦琦的妈妈告诉记者，先生因为工作原因不能随
意出境，而自己身在教培行业，虽然多次出国学习，但
无法带孩子同往。每每听到孩子“吐槽”，她心里也过
意不去，于是这个暑假特意带孩子一起去美国东海岸
走了一小圈，前后15天，不包括购物，花了近8万元人
民币，相当于她半年的收入。

采访中，不少家长坦言，孩子吵着闹着要出去玩
的情况有，但很多时候是妈妈主动给孩子和家人安排
的一份“亲子礼物”——趁假期，跟爱人带着孩子一起
出门走走看看，增长阅历不分大人小孩。要说“烧
钱”，也是大家以孩子放暑假的名义一起“烧钱”。

旅游＋补课，暑假过半“烧钱”五六万
暑假过半，从事商业营销推广工作的黄女士开始

倒计时盼开学：“放假比上学‘烧钱’多了，这半年就是
替伢打工的。”

“手机里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都是钱被烧了
的铁证。”黄女士一边刷照片一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家三口新加坡、印尼十日深度自由行4.5万元、“二
升三”数学暑假班10次课1670元、20次书法课1000
元、10 次作文课 1800 元、10 次架子鼓课 1000 元、12
次棒球课1420元……这还不包括每次出外上课的交
通、就餐、娱乐等相关费用。

虽说算起细账来有些肉疼，但黄女士仍然坚持每

年寒暑假至少带儿子出趟远门开阔眼界，锻炼一下课
本上学不到的能力。就拿这次印尼民丹岛之行来说，
岛上有一家酒店3000-4000元人民币/晚，酒店里有
一个儿童俱乐部，全天候有专业教练带孩子们开展各
项运动，比如：冲浪、水球、射箭、空中飞人等，简直就
是一个冒险训练营。初加入时，她发现同行的中国孩
子缺乏探险精神，做起运动来畏手畏脚，情愿当旁观
者。后来，在她和先生的“威逼利诱”及教练的鼓励
下，儿子第一个站上了挑战台，克服了心理障碍，顺利
完成相关项目。在儿子的影响下，另外几个小伙伴也
勇于尝试，儿子的自信心和成就感燃到爆。

因爱之名的几个误区
因爱之名，为孩子提供各种历练、学习和开阔眼

界的机会本无可厚非，但里面有几个误区值得警惕。
首先，“所买即所得”这一经济学的维度未必适用

于教育。对于家长来说，不能简单以金钱的投入来衡
量教育的成效，也不能简单地将教育服务购买力等同
于对孩子的爱。换言之，家长在教育上投入多，孩子
未必收获大。

教育是极其特殊的“服务”。我们常说教育是“一
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心灵打动
另外一个心灵”，就是在强调教育的特殊属性。不少
家长陷入“高投入、高产出”的认识误区，正是因为并
没有真正了解教育的真谛，而是在物质投入过程中寻
找获得感，或通过购买教育服务来逃避本该对孩子有
效陪伴的责任。

最值得警惕的是，在父母一味付出的过程中，孩
子的诉求有可能是被忽视的。如孩子真正喜爱什么，
孩子的意愿是什么，孩子究竟在意什么，这就直接导
致了父母付出越多，孩子的压力越大、自由空间越小、
快乐越少，孩子快乐越少，父母越想更多付出的恶性

循环。久而久之，教育成了“烧钱经济”，孩子“被”成

为“碎钞机”，父母与孩子相处的过程距教育的本原也

越来越远。人们常说，做父母是天下最没有门槛的事

情，但是科学和高质量的教育一定是最考验智慧与责

任的事情，正是在强调这个道理。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朋友圈中晒育娃账单，还

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焦虑。真正破解这个困境，不仅

需要整个社会尽快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用人观，需要

更多的学校坚守科学的育人理念，更需要家长们能够

坚持健康的家庭教育观，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少一

些“短期功利”，多一些“风物长宜”；少一些“妈妈以

为”，多一些“孩子适合”；少一些“你看人家的孩子”，

多一些“我家的孩子很棒”。

世上本无枷，心锁困住人。期待，在人生这场长

跑中，更多的家长能够少几分焦虑和攀比，多几分平

和与从容。

丈夫魅力大
妻子减肥更心切？！

在这个看“颜值”的时代，你会不会因
为另一半的魅力比你大而感到压力？美国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丈
夫魅力大，妻子节食减肥之心会更迫切，甚
至可能出现进食障碍。但如果妻子魅力
大，丈夫不会有类似念头。

研究人员征募了 113 对结婚不满 4 个
月的新婚夫妇，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研究
对象需要回答一份问卷，主要涉及节食或
者瘦身意愿，比如是否吃饭后特别有负罪
感、是否喜欢胃里空空如也、是否非常害怕
体重增加等。

结果显示，女性容易“过度理解”另一
半对她们身材的期望，因此希望节食瘦
身。研究牵头人塔妮娅·雷诺兹表示，这一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理解女性进食障碍的社
会因素，从而帮助患有厌食症或暴食症的
女性。 ▋据《北京日报》

月薪3万，她却撑不起孩子的暑假
中国父母该醒醒了！

□荐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