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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
室主任米杰教授及其团队发布《中国3-17
岁儿童性别、年龄别和身高别血压参照标
准》，引发社会对我国儿童慢性病的关
注。数据显示，1985年至2014年，我国7
至 18 岁儿童超重肥胖率从 1.3%增长到
19.4%，面对19年间增长近15倍的儿童肥
胖人群，以及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非酒
精性脂肪肝等“成人慢性病”过早于儿童
期发生的趋势，从儿童期防控“成人慢性
病”已刻不容缓。（9月25日《光明日报》）

这些慢性病过去之所以缠上成年人，
是因为其发生与发展有着较长的过程，成
年人日积月累，才使疾病呈现渐进式发展
的趋势。如今，这些病在儿童身上也日益
多见，主要原因是社会存在诸多共同的不
良行为，已使疾病发展过程产生改变。近
年来出现的一些现象，譬如学生的体质下
降趋势明显、征兵体检的合格率很低等，
无不向社会发出警示信号：这个问题已到
必须引起重视的时候了。

患病的虽是孩子，但应该为此担责
的却是成年人。从观念上看，物质匮乏年
代离我们并不遥远，老一辈对此仍保持着
痛彻的记忆，由物质匮乏导致的饮食观
念，仍深深影响着当前社会。观念是可以
代际相传的，且共同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

惯性，“有吃是福”、“能吃就好”等，这类物
质匮乏年代比较流行的种种观念，仍然广
泛存在。但食品摄入不足导致的营养不
良和身材矮小，早已经让位于食品过剩导
致的慢性病，疾病谱发生了较大变化，饮
食观念却没有随之转变，孩子受害也就在
所难免。

从行为上看，不忍孩子冻着饿着，担
心孩子伤着累着，是普遍现象。说穿了，
就是过度溺爱，导致孩子吃得太多、运动
太少。更为糟糕的是，不少孩子虽已罹患
慢性病，但因家长警惕性不高而浑然不
觉，近年来儿童隐性高血压日益多见，就
是最直接的例证。即使明知孩子患病，认
为孩子长大了就会自愈的家长也不少。
但事实上，慢性病一旦缠身,终身相伴的可
能性较大。要想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未来，
家长必须从现在开始，纠正自己和孩子的
诸多不良行为。

“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这句历
经时间检验的民间俗语，自有其深刻的道
理。对物质匮乏年代仍然保持记忆的我
们，理应主动摒弃已不合时宜的惯性思
维，找回正确的饮食观，并放手让孩子在
运动中摔打磕碰，用皮外伤代替慢性病。
只有如此，孩子才不会被成人错误的观念
和行为所耽误。

每年七八月份，有不少上幼儿园的孩
子在中班结束时提前“毕业”，进入各种培
训机构开始为期一年的“幼小衔接”培训。
是沉住气继续让自己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在
幼儿园里唱歌游戏，还是匆匆跟随“预备小
学生”的步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少家
长已经坐不住了。（9月25日《法制日报》）

孩子“幼升小”之前，做一些必要的准
备，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小学与作为学前
教育的幼儿园，在教学模式、学习环境和作
息规律等方面，都有实质性的区别。这是
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家长自然都希望
孩子能够平稳、顺利地跨越。

这种“幼升小”的过渡，本应是自然而
然水到渠成的，但现实却是，应试教育的压

力从应试前端，环环相扣传导到了幼儿园
尚未毕业的孩子身上。所谓“幼升小”的准
备，演化成为幼儿教育“小学化”的不良倾
向，即在幼儿园阶段，就向孩子强行灌输英
语、算术、拼音、识字等小学课程。这种违
背孩子成长规律的做法，被教育部门明令
禁止。于是乎，幼儿教育“小学化”，从幼儿
园转向园外各种社会培训机构，“幼小衔
接”培训就这样大行其道。

压力越来越大的升学考试、唯恐自家
孩子被别人甩下的家长，以及竭力夸大这
种竞争残酷性的各种培训机构，共同催生
了这个颇为红火的培训市场。表面看来，
家长、培训机构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但是，
被吹嘘得神乎其神的幼小衔接班，真像培

训机构宣传的那样，能够达到焦虑的家长
们的预期，让孩子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完美
起跑吗？

我们说，合理、有序的幼小衔接教育，
应是包括培养孩子的角色意识、群体意识、
学习意识、纪律意识的养成，以及生活能
力、交往能力等生存技能的教育，以使孩子
顺利融入小学生活，而不仅仅是灌输给他
们一些超越其接受能力的书本知识。如今
的“幼小衔接”培训，恰恰只注重知识传授，
轻视孩子的角色转换意识和生活能力培
养。如果“幼小衔接”培训的目标，只是英
语词汇量的多少，掌握算术技能到什么程
度，以及背诵多少首唐诗、认识多少个汉字
等，只能说，这种强调片面知识灌输的幼小

衔接，不过是扭曲和生硬的“焊接”。由于
这种“焊接”违背孩子的天性和成长规律，
其弊端倒是显而易见，容易使孩子产生厌
学心理，更重要的是，由于孩子从幼儿园大
班甚至中班开始，就不情愿被家长送进幼
小衔接班，导致其本应快乐度过的童年失
去了完整性、连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过
早剥夺孩子度过快乐童年的权利，是一种
无法弥补的缺憾，即使家长今后多么懊悔，
也是难以挽回的。

有鉴于此，有必要像杜绝幼儿园教育
“小学化”那样，对各种“幼小衔接班”加以
整治。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只有尊重孩子，遵循科学，我们才能许
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慢性病缠孩子
警醒的是成人

如果“幼小衔接”培训的目标，只是英语词汇量的多少，掌握算术技能到什么程度，
以及背诵多少首唐诗、认识多少个汉字等，只能说，这种强调片面知识灌输的幼小衔
接，不过是扭曲和生硬的“焊接”。

幼小衔接当杜绝生硬的“焊接”

□王 玲

北京昌平回龙观吉晟别墅住宅群深
处，有一所名为“内力觉醒”的大学。“校舍”
是一栋200平方米三层高的别墅，20多名
新生入学，年龄从7岁到16岁不等。该学
堂号称“中国第一所少年儿童大学”，但并
无教材且混龄教学，学生每周都有所谓觉
醒课、每天要进行冥想，还存在对学生体罚
的现象。该大学一年20万学费，5万生活
费。（9月25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各类“私塾”、“读经班”等社会
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培训名目一个比一个
冠冕堂皇，师资真假难辨，课程五花八门。
这个招牌上打着“内力觉醒大学”的所谓

“现代精品私塾”，其宣扬的办学模式——
“……自主式学习、艰苦化生活、历史化熏
陶、百家式讲课、行走化风格、个性化发展
……”，师资优异、设施齐全、教育教学经验
丰富的中小学校，恐怕都难以做到，一个经
记者调查并无教育和培训资质的所谓“私
塾”，又凭什么做到？

其实，唤醒孩子的生命内力并非短期
行为。有教育专家指出，每个人的身体里
都有两股力量，一是肢体力量叫生命外力，
一是心理力量叫生命内力，人的一生强大
与否、幸福与否、快乐与否取决于心理内
力，所以，最好的教育是唤醒孩子的生命内
力，唤醒孩子的生命内力才是教育的总目
标。然而，唤醒孩子的生命内力，需要家
长、老师及社会的久久为功，贯穿孩子的整
个成长过程，不是孩子读个一年半载的“私
塾大学”就能达成的。

“内力觉醒大学”的举办者正是用“再
好的教育也比不上孩子的内力觉醒”的说
辞，来说服众多家长追随他的。他们是怎
样唤醒孩子生命内力的？无非是所谓的

“觉醒课”、每天冥想，美其名曰“艺术觉
醒”。实际上，父母的认同、老师的表扬、同
伴的接纳，才是唤醒生命内力的动力。

在剖析了“内力觉醒大学”之后，更有
必要反思那些家长的盲从心理。这类培训
机构不属于义务教育，家长让尚在读小学
初中的孩子到这里学习，违反了义务教育
法的规定。激发孩子的内生力量，家长与
其相信培训机构，盲目进行教育投资，莫如
在培养孩子自信自强上下功夫，比如，对孩
子抱以恰当的期望值，让孩子时常体会到
成就感，建立民主平等的家庭氛围，等等。
于此而言，家长的“教育觉醒”，比孩子的

“内力觉醒”更紧迫。

家长家长““觉醒觉醒””比孩比孩
子子““觉醒觉醒””更紧迫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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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华罗志华

□何勇海

唤醒孩子的生命内力，
需要家长、老师及社会的久
久为功，不是读个一年半载
的“私塾大学”就能达成的。

2016年 11月20日，南京市民戴女士
购买了某影院的一张电影票，票面标注的
播放时间为20时45分，但是该影城一直
播放广告至20时52分才开始播放正片。
为此，戴女士以影院涉嫌强制消费，侵害
她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向
法院提起诉讼。近日，南京鼓楼区人民法
院判定，被告构成对原告知情权的侵犯，
责令被告对原告进行书面道歉并承担案
件受理费用。（9月25日《扬子晚报》）

正片放映前，为什么要先播放广告？
据说，影前广告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就是

“零干扰度”。因此，影前广告格外受到商
家青睐。但对于观众来说，却是权利的丧
失。一是占用了观众的时间；二是观众看
广告是被强迫的，不知道电影到底什么时
候开始，都傻傻坐在椅子上看完所有广
告；三是，影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观众只
能被动接受。

对于影前播放广告，国家早有规定。
早在2004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
商总局曾发布过《关于加强影片贴片广告
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影片贴片广告不
得占用电影放映时间，电影院要对放映的
贴片广告时间予以公告，未经影片版权方
同意任何单位不得搭载、删减贴片广告。
2009年，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再次明确了

规范，要求电影票面上的注明时间必须是
影片开放的时间，不得在电影开放时间段
插播广告。而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电
影产业促进法》再次发出“禁广令”：电影
院在向观众明示的电影开始放映时间之
后至电影放映结束前，不得放映广告。

现在，南京市民戴女士为了影前广告
问题，第一个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且打赢
了这场官司，我们应该高兴吗？其实我们
真的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样的维权手段
很难复制，大多数人不会为几分钟的影前
广告去打一场官司，这也正是影院有恃无
恐的原因。因此，戴女士的胜诉无法产生

“示范意义”。
事实上，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堤坝，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在诉讼
之前。一是，既然关于禁止利用放映时间
插播广告的禁令早已三令五申，监管部门
就应该负起责任，保证法律的落实。

第二，即使打官司也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方式，那也应该由消协提起公益诉讼。
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侵害众
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既是法律赋予消协的权利，更是消协的责
任和义务。

如果上面的两个方面都能依法履行
职能，还需要消费者去打官司吗？

如何让电影贴
片广告守规矩
□□殷国安殷国安

从行为上看，不忍孩
子冻着饿着，担心孩子伤
着累着，是普遍现象。说
穿了，就是过度溺爱，导
致孩子吃得太多、运动太
少。要想给孩子一个健
康的未来，家长必须从现
在开始，纠正自己和孩子
的诸多不良行为。

戴女士打赢了这场
官司，我们应该高兴
吗？其实我们真的高兴
不起来。因为这样的维
权手段很难复制，大多
数人不会为几分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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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影院有恃无恐
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