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包围+男性缺失，男
孩越变越阴柔？

科学的性别哲学并不强调绝对

的男性化或者绝对的女性化。“坚

强，不是男孩子的专利，女孩子也要

坚强；温柔，也不是女孩的专利，男

孩子也要学会温柔，要相互借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孙云

晓说，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男孩子

实在是过于柔弱了。

不少专家指出，男孩子身上的

这种阴柔之气跟孩子的成长环境有

很大关系。

有人曾给当今的中国家庭画

像：焦虑的母亲+缺失的父亲+失控

的孩子=中国式家庭。

而父亲的缺失确实在男孩的培

养上引发了很多问题。

“孩子性别意识的形成是从出

生就开始的。出生之后他在观察父

母的言行举止中，就形成了对男性

和女性的认知。”儿童性心理发展与

性教育专家胡萍说，当孩子知道性

别后，就会寻找与自己性别相同的

榜样，男孩会把爸爸作为榜样，女孩

则会把妈妈作为榜样。“而男人在家

庭中至少应该示范出四种角色：第

一个是爸爸，要明确爸爸是怎么带

着孩子玩的。第二个是丈夫，孩子

会学习爸爸怎么与妈妈相处的。第

三个是男人，是硬汉，既表现在外形

打扮上，也表现在内在担当上。第

四个是儿子，儿子要向爸爸学习他

是如何对待自己父母的”。

这本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父

亲只要在家庭中不缺席、不退缩，男

孩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习如何做一

个男人，但是，很多爸爸放弃了自己

的责任，也就是实际上放弃了孩子。

孩子在家庭中面临着父亲角色

的缺失，到了学校之后，这种局面并

没有明显的改观。

记者翻阅了教育部发布的2017

年教育统计数据，发现从全国的情

况看，的确存在女性专任教师所占

比重更高的情况，其中高中女性专

任教师所占比例为 53.07%，初中为

55.64%，普通小学为67.19%。

这是全国的平均数据，还有专

家指出，这种女性教师比例过高的

现象在大城市更加明显，女性教师

所占比例能达到八成。

针对这种现象，甚至有学者呼

吁要“拯救男教师”。

学校教育无性别化，男女
生按照共同的标准要求？

男孩危机也是一场教育的危

机，人们对这个观念已经达成共识。

现在的男孩在学校中又过得如

何呢？

王丽莉的儿子子轩一直是很多

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不仅学

习成绩很好，还是学校的大队委。

“确实，儿子在学校上课认真听

讲、下课绝不打闹、老师交给的任务

一定认真完成。”王丽莉说，班上一

共有两个孩子当选了“市三好”，“一

个是我儿子，班上最乖的男生，还有

一个是班上最听话的女生”。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说以升学

为导向的学校教育必然产生应试为

主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听

话、认真、仔细等利于女孩的评价模

式无形中强迫着男生向这样的标准

看齐，束缚着他们的天性。

这些年教育改革不断深入，虽

然，减负、尊重儿童个性发展成为改

革中的常见词，但是，在一线，效果

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记者在不少学校中了解到，随

着中高考难度的降低，与之配套的

评价体系并没有完全形成，造成“分

分必争”的现象，这种压力在初中表

现得更加明显。

“我儿子几乎每天写作业都会

写到晚上11点。”初一孩子家长李恒

说，“我家这个楼隔音不好，常听到

隔壁小孩因为写不完作业而大哭。”

按照中国家长对学业压力的特

有“感知能力”，这种压力必然会向

下传导，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压力

也在默默加大。

开学之际，年轻妈妈袁媛陷入

了恐慌，起因是她与儿子幼小衔接

班老师的一次谈话。谈话中，老师

告诉袁媛：你的儿子坐不住，没有专

注力，对上学不感兴趣。

一番评价让袁媛对自己的教养

方式产生怀疑。为了纠正自己的

“错误”，袁媛加大对儿子的管教力

度，特别是对老师提及的缺点加以

关注。一段时间下来，儿子沉稳不

少，但另一方面，袁媛明显感觉到，

儿子会防着自己：“妈妈好像是老师

派来的间谍。”

小儿的一句看似玩笑又看似认

真的话告诉我们，学校教育已经完

全渗透到家庭中，孩子的学校生活

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现在，从校内到校外、从家里到

家外都是学习，男孩女孩都是一个

标准，男孩好动、探索的天性或说优

势被挤压得更加惨烈。

娱乐“妖魔化”,男孩审美
进入误区？

就在符合男生天性的外部空间

被压缩到极小时，有一种空间却在

变大。这就是网络。

“我们做过的一个研究发现，小

学五年级的时候，榜样对孩子的影

响力会达到最高峰，初中二年级的

时候，偶像的影响力达到最高峰。

所以说榜样和偶像对孩子的成长影

响力是巨大的。”孙云晓说。

当网络成为孩子身边少有的

“伴随者”时，网络上经常出现的人

便成了孩子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而这几年，各类选秀节目、真人

秀节目大行其道，“一夜爆红”的故

事不断冲击着孩子们的大脑。孩子

心里的明星梦像长了草。

电视上、网络上、路边广告牌上

出现的“梦想成真”的真明星们却又

不断“刷新”着人们的审美观。

“如今流行文化里的中性打扮

也会带来新的潮流。”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媒体学院讲师吴玥说。

娱乐圈的目标是为了博眼球，

男明星女性打扮可能并不完全发自

内心的热爱和倾向，无非是为了挣

钱。但是当这种宣传铺天盖地的时

候，还缺少分辨能力的男孩又怎能

分清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

“娱乐圈已经有妖魔化的倾向

了。”胡萍说。

不少专家指出，这种妖魔化可

能被人为地夸大了，绝大多数男明

星仍然充满阳刚气，这种“娘气”应

该只是亚文化，是暂时的。

不过，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

性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琴表示，随着

媒体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青少

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变得尤为重要，

这一教育早在1930年代国外就已经

开始在做，就是为了教育青少年如

何辨识和判断各种媒介信息以及使

用媒介信息，运用媒介工具来促进

个人生活、社会发展的能力。

但是，显然我们的媒介素养教

育并没有真正被重视。

即使，“小鲜肉”们并不代表所

有男明星，即使充满“娘气”的文化

也可能仅有短暂的生命力，但是青

少年却是在毫无识别力的情况下在

这种亚文化中浸淫，我们怎么保证

男孩们的审美不会发生改变？

显然，该有适度的干预和引导

了。“比如在美国，我看到美国的学

生到处都在打橄榄球。在日本，打

开电视就是棒球。棒球是他们的国

球，非常热门，很多中小学生双休日

都要回学校去运动。”孙云晓说。

只有我们的学校按照教育规律

来育人，我们的家庭按照常识来生

活，我们的男孩都能到操场上挥洒

汗水，这样培养出来的男孩子可能

成绩不是最优异的，但是绝不会一

身“娘”气。

一位姓郭的母亲，因为女儿考上了清

华大学，就在自己的同学群里晒出了女儿

的录取通知书，并且说：清华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就是大气。没想到，不但没有引来大

家的称赞，反而被群主踢出了群。双方看

似矛盾，其实心理则一致：虚荣心太盛。只

是一方虚荣心膨胀，另一方虚荣心受挫，就

撞出火花来了——他们都是成功学的受害

者。成功学判断、衡量人生的最高标准或

唯一标准就是现实社会中的成功，这种成

功都是可以换算为数字和各种名号、头衔

的，不能“数字化”，不能用头衔来表示的事

物，比如一个人的涵养、素质，都是没有价

值的。一个社会有形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用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看，别人的成功就是

我的失败，成功者在失败者眼中就是敌人，

为追求成功而让别人失败也理所当然。在

这样的价值观的引导下，理解包容自然就

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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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晒后撕，都是成功学害的
作为机动车斑马线让行的另一方，很多

时候行人并没尽到法律和道德责任。必须

承认的是，交通事故发生时，行人受到的伤

害程度要远远高于机动车驾驶人。生命的

价值高于一般的权利，机动车礼让行人，是

对生命的尊重。不管别人是否违法，做好自

己是更重要的，道德的践行需要内心有坚定

信念，不文明的行为，不能成为文明的阻力，

也不是放弃努力的理由。当然作为行人，绝

不能因此“有恃无恐”。 (新民晚报)

礼让行人是对生命的尊重
在父母的过度呵护、帮助下，很多孩子

失去了正常真实的成长环境，缺失了应该有

的历练。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的过度

呵护中，孩子们很容易出现两个严重的问

题，第一就是缺失了最基本的承受压力与受

委屈的能力；第二，就是极端的自我自私而

浑然不知。如果你希望孩子健康幸福，那

么，就做一个粗糙的家长，做一个正常的家

长，像“养猪”一样养孩子，他不一定大富大

贵，但他会健康！ (中国青年报)

让我们做个粗糙点的家长

“终于开学了！”北京

家长王丽莉如释重负。

王丽莉的儿子子轩

开学就上了初中，在过去

的整个暑假中，王丽莉跟

子轩几乎一直在“战斗”。

其实，王丽莉本来计

划暑假期间送儿子一份

大礼：小学毕业游。但

是，子轩说什么也不愿意

出门。王丽莉最初以为

是青春期在作祟，但是后

来事情却变得越来越不

对劲：儿子每天起床第一

件事是对着镜子梳妆，洗

脸、护肤做得非常仔细，

甚至会偷偷拿面膜去敷，

王丽莉就撞到了两次。

王丽莉马上找儿子

谈话，告诉他男孩子应该

有男孩子的样子，结果，

子轩拿出了手机随手点

了几下，八九个明星的照

片张张划过，“你认识

吗？我也希望成为他们

这样。”

他说，这八九个男孩

是在“某某练习生”的综

艺节目中出道的。他们

肤白、唇红、皓齿、明眸，

在中小学生中有大把的

“粉丝”，看着一张张充满

阴柔气息的男孩照片，王

丽莉竟不知该说什么好。

其实，男孩教育的危

机，早在 2010 年前后媒

体就已经关注。与前几

代同龄人相比，现在男生

个子蹿得老高，发育得更

早，而高大的外表下却是

一份阴柔的审美，越来越

多的男孩喜欢精致装容

热衷发美美的自拍、上传

花样视频。

“男孩危机”似有愈

演愈烈的趋势，阳刚气成

了稀缺资源。近日，记者

采访了多位专家、一线教

师和家长，试图寻找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

“娘气”亚文化：
男孩危机似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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