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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浏阳来浙江宁波工作多年的
徐先生和妻子今年想出了一招，把两家
父母和孩子接到宁波来过年，不仅圆了
从没坐过飞机的父母外出旅游的梦想，
还省下了不少钱。“可以带他们去北仑看
看海，逛逛天一广场、月湖……”徐先生
和妻子开始憧憬起一家人在一起甜蜜的
假期生活。（1月11日《宁波晚报》）

春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承载着人
们对团圆的向往。短期剧增的人流，让
春运市场出现结构性的供求失衡；虽然

“一票难求”得到了一些缓解，但购票依
然并非易事。为了回家过年，一些人不
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交通成本。

“反向过年”成本更低，能够让老人
们实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反
向过年”让老人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
界，加深了他们对子女生存生态的理解；
只有走进子女们的生活圈，老人们才会
更加理解、体谅子女的“居大不易”。

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曾用“液化”来说
明社会流动，从坚固、沉重、形状明确的
固体状态转化为流动、轻灵、千姿百态的
液体状态。从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到
人口大规模迁徙的都市社会，现代化浪

潮让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场经济这双“无形之手”也改变了许多
人的生存生态。“反向过年”，说到底就是

“流动”的产物。
作为一种或被动或主动的自我调

试，“反向过年”是一些家庭对当下的经
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只要
合家团圆，哪里都是家”，急剧的社会变
迁，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也重塑和更新
了价值认同。利用春节享受一段“慢生
活”，和家人们进行情感互动，只要家人

“在一起”，在哪儿都是过年。
春节根植于农耕文明，是调节人与

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
节日。不论是子女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老
家，还是老人们放下身段“反向过年”，都
是为了增进代际沟通，让情感互动更有
品质，让内心世界更加温暖、柔软。

在“常回家看看”难以梦想照进现实
的格局下，一些家庭通过不走寻常路实
现了团圆。那些为了更好生活用尽全力
的人们，在春节找到了一个满足精神诉
求与情感需要的契机。无论在哪儿过
年，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幸福团圆的渴
望与追寻。

前不久，清华附小大数据分析苏轼之
事，一度引发舆论的持续热议。

在公众印象中，玩玩闹闹的小学生，能
知道苏轼并且背得上几首他的诗词，就已经
相当不错了。因此，对于大数据分析苏轼，
无不为之感到震惊。面对“逆天”的孩子，很
多人怀疑研究成果是否由父母、老师捉刀。

面对质疑，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回应该
校从低年级就开始小课题研究，有着长时间
的积累，是大家把这个问题想得太难了，家
长帮助孩子找来工具，最后使用工具、分析
得出结论的过程全在孩子。她还表示，这种
教学改革也可以在师资生源水平较差的地
区推广“复制”。学生有差异而不是有差距，
关键在于老师的意识，要有一种推动学习方
式转变的激情和使命。比如，换成农村的孩
子就可以研究放牛与天气的关系，从生活中

问出“为什么”。
有关小学生大数据分析苏轼之事，许多

细节固然存在商榷空间，但并不妨碍达成一
些基本的共识：一是这种创新不仅值得鼓
励，而且符合教育发展的趋向；二是进行研
究性学习时，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最近，
钱江晚报报道杭州一群小学生开展了一场
有关矿泉水瓶发放的调查研究，堪称典范。

在杭州拱墅区第七届“运河公民节”上，
由长阳小学师生完成的《矿泉水容量选择研
究》让人惊叹：参加一场会议，会场上发的瓶
装水，你会随手扔掉还是随身带走？绝大多
数成年人都会忽略的“小事”背后，却隐藏着
巨大的浪费。孩子们研究发现，如果不合理
控制矿泉水容量，一场普通的会议就要浪费
1.6万毫升矿泉水。

通过系列调查，长阳小学的孩子们提出

按不同场合配置不同容量的矿泉水，就能在
一定程度上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并且根据
季节、会议时长，绘制了一张较为详尽的会
议配水建议表：比如，时长1小时以内的会
议，不提供水；时长1到2小时的会议，春夏
秋三季，提供300到400毫升的小瓶矿泉水，
冬季不提供水……这样的调查研究有主题、
有行动、有建议、接地气，而且操作性、趣味
性强，更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极具推广
借鉴价值，确实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这种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
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并转化为活动主
题，让学生从个体生活、社会生活及与大自
然的接触中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并逐
步提升对自然、社会和自我之内在联系的整
体认识，培养其价值体认、责任担当、问题解
决、创意物化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才是综

合实践活动的本来面目。
中国教育的优势在于学生基础知识掌

握得非常扎实，但学生的创新能力、责任意
识、实践能力则明显是短板。清华附小的研
究报告之所以能够引来一片赞誉，关键是孩
子们的学习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
识。这是一种拥抱现代文明、接纳现代科
技，卸下标准答案的枷锁、向自由探索敞开
的教育，理当成为我们整体教育水位抬升的
标尺，也当成为学校教学改进乃至教育改革
顶层设计层面可以参考的实例资源。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能力，已经
成为我们需要迫切回应的问题。研究矿泉
水瓶发放之类的问题，虽然不像大数据分析
苏轼一样“文采风流”，却因其“接地气”而显
得弥足珍贵，并且可以有效规避大人们用力
过猛的弊病，何乐而不为呢？

反向过年不仅
“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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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研究矿泉水瓶发放更接地气

□胡欣红

第一批90后已经开始“油腻”了、第一批
90后已经有人离婚了……一两年前，还到处
都是90后青春无敌的帖子，转眼间，90后就
忽然面临“中年危机”了。难怪有80后不乏
失落地在帖子下留言：“已经没有人再讨论
80后了吗？”

如果大家不是很健忘，也许应该还记得
大约5年前，80后也曾集体“变老”：他们唱
着“老男孩”，怀念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
的夏天，追忆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

如今，这些曾经患过“初老症”的80后大
多已成家立业，成为社会的中坚，专注于自
己的生活和事业。再过几年，等到00后走上
社会舞台前沿，是否90后也会从“叹老”的队
伍中消隐？可以想见，大抵会如此。

其实，80后、90后年轻人“叹老”也好，怀
旧也罢，与其夸大成所谓的“中年危机”，不
如说更多的是青春期的焦虑。毕竟，20多岁
的年纪正是风华正茂，每一个细胞里都律动
着青春的活力。站在20岁的尾巴上与这段
黄金般的日子挥手作别，心中难免有几分惆
怅不舍。再加上“三十而立”的传统观念影
响，家庭、事业的压力随之而来，巨大落差之
下，有些焦虑情绪也在所难免。

从时代大背景来说，转型期社会的飞速
变化发展也加剧了这种焦虑。如今的中国，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前
行，如同逆水行舟，容不下太多喘息的时间，
危机感使得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
即将跨入30岁门槛、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
当中，这些焦虑无疑会被放大。

移动互联时代，自媒体的爆发也对这种
焦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这种焦虑的
情绪被市场捕捉到，消费焦虑便成了一个新
的产业链，阅读量动辄“10万+”的鸡汤在无
节制地撩拨着年轻人的这类情绪时，也让自
己赚得盆满钵满。而集体焦虑，也往往在这
样的氛围中加速升级。

走出集体焦虑的迷思，需要来自社会的
关注与关切，不断释放改革红利，给他们一
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重要还在年轻人
自身，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视野开阔，才可对
那些消费焦虑的矫揉造作免疫。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与其被焦虑情
绪困扰，不妨将其视为一个“叫醒”闹钟：当
它在你耳畔响起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一种
烦恼，而是当作一种提醒，提醒你不要在这
大好的时代、大好的年华睡过去，而是保持
清醒，然后去努力做一些改变。(人民日报)

如何超越集体如何超越集体
焦虑的迷思焦虑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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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杨朝清

与其被焦虑情绪困
扰，不妨将其视为一个
“叫醒”闹钟。

中国青少年宫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
究中心进行的《2016—2017中国儿童网
络素养状况系列研究报告》发现，儿童数
字化技能成长迅速，早早便超越父母，形
成了所谓的“数字代沟”。报告显示，相
较于儿童的媒介使用能力不断攀升，父
母在媒介使用行为上存在停滞和固化现
象。在上网知识方面，有43.6%的14岁儿
童表示自己懂得多，63%的14岁儿童的爸
妈表示孩子懂得多。在8种网络关键行
为上，14岁儿童在与其父母的对比中，全
面超越家长。（1月12日《中国教育报》）

这份报告揭示的是3—14岁中国儿
童数字化成长的轨迹，报告将这个群体
定义为“数字时代原住民”，并称“他们是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网游
和直播包围下长大的‘滑一代’‘搜一代’

‘游一代’‘微一代’和‘秀一代’”。不管
有没有意识，我们与孩子之间存在的“数
字代沟”，已经摆在了面前。

与孩子之间的“数字代沟”越来越
大，其实是有较大的隐患的。一方面，这
会加剧儿童的网络化生存风险。网络化
生存、数字化社交，虽为当今孩子早早开
启了跟世界交往的窗口，他们可以通过
网络增长知识、接触社会、丰富自我，但
同时，网络色情、网络谣言、网络诈骗等

不良乃至违法信息，也在他们目力所及
的世界里涌动。儿童的网络安全意识普
遍不高甚至是一片空白，极易受到网络
攻击的伤害，又由于他们的自控力弱，也
极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诱惑。

另一方面，“数字代沟”越来越大，不
利于儿童充分利用数字机遇获得更大发
展。面对孩子的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社
交，一些家长基于自己啥都不懂而对孩
子放任自流,另一些家长却基于同样的状
况，视网络为洪水猛兽。这两种行为都
是不可取的。

所以，家长要尽快消除与孩子之间
的“数字代沟”，只有消除了这个代沟，才
能消除与孩子的心理隔阂甚至对抗。在
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有知识、有能力的
家长应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上网技能，丰
富网络化生存、数字化社交的知识储备，
及时了解潮流文化，这样才有能力引导
孩子安全健康地使用网络工具。即使没
有能力直接抹平“数字代沟”，也要在消
除“数字代沟”的外围发力，比如，及时了
解孩子的“数字化轨迹”，及早培养孩子
的网络安全意识，及早建立良好的网络
生存习惯和规则，培养孩子树立分辨是
非善恶美丑的意识，以及自我保护、约
束、控制的能力。

消除数字代沟
是家长必修课
□□何勇海何勇海

“反向过年”成本更
低，能够让老人们实现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反向过年”让老人
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
界，加深了他们对子女
生存生态的理解；只有
走进子女们的生活圈，
老人们才会更加理解、
体谅子女的“居大不
易”。

家长要尽快消除
与孩子之间的“数字
代沟”，只有消除了这
个代沟，才能消除与
孩子的心理隔阂甚至
对抗。在科技日新月
异的时代，有知识、有
能力的家长应加强学
习，及时了解潮流文
化，这样才有能力引
导孩子安全健康地使
用网络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