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 发 布 的

《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将近 80%的家

长将“孩子的学习成绩”视

为他们最关注的方面。近

日，记者利用 3 个中小学

的家长微信群进行了随机

采访，有 32 位家长和两位

中小学班主任老师参与了

“学生课外时间都去哪了”

的调查。采访发现，这些

中小学生的课外时间被课

外 辅 导 班 和 特 长 培 养 班

塞满。

对此，家长们是既心

疼 又 无 奈 。“ 有 时 候 看 孩

子晚上 10 点还在写作业，

其实挺心疼的，我们父母

也知道孩子压力确实大，

但是没办法啊，现在竞争

那 么 激 烈 。”初 一 家 长 郝

爸爸表示，作为家长他只

能从吃的方面下手，给孩

子多补充点营养。

其他家长都与郝爸爸

一样，一边担心孩子身体

吃不消，一边还给孩子报

各种培训补习班。“班

上 的 孩 子 差 不 多 都 是

这样，让孩子上辅导班，

不仅他们辛苦，家长也跟

着 受 累 ，而 且 花 费 还 不

低。”一位五年级妈妈道出

了家长们的心声。

两 位 中 小 学 班 主 任

老师一致认为，除了课外

补习导致学生课业繁重，

日 益 发 达 的 互 联 网 和 电

子产品、父母缺少时间和精

力陪孩子参加户外活动等

也造就了“宅孩儿”。“小学

生放学以后，大多是老人照

顾，他们往往不会对孩子

上网玩游戏进行干预。”

“每到寒暑假，总有一部分

孩子宅在家里，甚至几天都

不出门。”

孩子太“宅”对身心健

康究竟有何危害？天津市

第三中心医院一位儿科医

生肯定地说，运动量少的

“宅孩儿”很容易出现肥胖

症状，沉溺网络游戏容易

诱发近视等问题。

多种原因造就“宅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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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熊孩子”

与青少年时代在户外疯玩的长辈们不同，许多00后学生每逢假期最爱宅在家里，亲近自然成了稀罕

事。如今，“宅孩儿”越来越多，甚至有人称“宅孩子比熊孩子更可怕”。孩子宅在家中，缺少与别人交流的

机会，缺少与大自然亲近的机会，这成为不少家长的心病。

记者调查发现，“宅孩儿”有“真宅”“假宅”之分，“症状”有轻度、重度之别。“真宅”是孩子性格所致；

“假宅”是指人虽然宅在家里，但心早已随着互联网飞到了外面。它的“病根”，主要是由于课外补习班过

多和离不开电子产品，属于后天养成，应引起“重成绩而轻社交”的家长们的反思。

学习、看书、做手工

……采访中记者发现，另

一类“宅孩儿”天生喜静

的性格使他们的生活并

不单调。

诺诺是一个比较文

静的女孩，暑假的第一天

早上，她睡到自然醒，吃

完午饭后在沙发上看电

视，好像没什么特别感兴

趣的节目，电视频道被她

换来换去。下午两点，诺

诺打开电脑与同学上网

聊天。

“第一天的宅生活很

颓废，不过之后却过得丰

富而有意义。”诺诺告诉

记者，每天早饭后是两个

小时的阅读时间，从青春

类小说到文学名著，再到

海外教育科学畅销书《为

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等

都 在 她 的 涉 猎 范 围 之

内。下午两点是兴趣爱

好时间，弹一小时钢琴，

然后做做手工布艺，累了

就在阳台上舒展和锻炼

一下。

“我不喜欢热闹，难

得有这么长时间可以好

好待在家里做自己喜欢

的事，开学后又得忙忙碌

碌了。”诺诺对她的宅生

活感到非常满意，称父母

从来不会干涉她。

记者看到，阳台上，

诺诺父母为她准备了两

件运动器材。

宅生活也可以丰富多彩

假日的一天早晨，王女士夫

妇招呼15岁的儿子小文一起坐

车去爬山。谁知道小文却说爬

山很无聊，宁愿自己一个人待在

家里。劝说无效，搞得王女士和

丈夫也没了兴致。

“你说这孩子咋回事？”王女

士不解道。让王女士想不通的

是，上小学五六年级时，孩子总

是嚷嚷着出去游玩，但那时她和

丈夫都忙着工作没时间，要是偶

尔抽空陪他玩一次，孩子准是兴

奋得不得了。可现在小文对这

些似乎并不在意，宁可待在家里

看电视、玩电脑，也不愿意出去

活动。

小文今年上初二，平日住在

寄宿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小文在与记者聊天时说，平时周

六下午要上英语班，周日上午上

奥数班，还要写作业，属于他

休闲的时间只有“周六上午”，

这是他唯一可以玩电脑的时

间。虽然爸爸妈妈总批评他

“ 往 电 脑 前 一 坐 就 一 动 不 动

了”，可是他实在没有什么可

玩的，“有时间却找不到玩伴，

有玩伴也不知道玩什么”。

小文说，他也想让父母陪自

己玩，比如打篮球，“可他们却一

个比一个忙”。

记者看到小文书桌上摆放

着两张他小学五年级时的照

片。那时学校举办“六一”游艺

活动，照片中的他正和同学们玩

得兴高采烈，一头大汗。

从没空出门到不愿出门

“这样发展下去会越来越严

重！”王女士之所以在意此事，是

因为最近听说同事张女士的儿

子由于自闭症越来越严重，不仅

拒绝上补习班，而且还出现抑郁

症状，这让她也焦虑不安起来。

上周日，王女士的同事张女

士接受了记者电话采访。张女

士是位单亲妈妈，儿子今年上初

三。由于父母离婚，儿子上初二

时转学跟随张女士居住。孩子

读的是重点中学，但学习成绩并

不靠前，于是张女士给他报了周

六周日3个课外补习班。

也许是因为转学的缘故，有

一天，儿子希望妈妈给他买一部

手机，但张女士没答应。没想

到，此后儿子开始拒绝上补习班，

周末待在房间里上网，吃饭也回

到自己的房间，还不让张女士收

拾他的房间。再后来，儿子出现

了抑郁症状并有自残行为。这期

间，张女士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

同学来家里玩、和他谈心，可每次

同学都会被儿子撵出去。

“他在新学校的人际关系很

差，几乎没有朋友。”张女士说，

儿子经常有奇谈怪论且玩世不

恭：“补习班无非如此……老师

无非如此……旅游无非如此

……”无奈之下，张女士只能寻

求心理医师的帮助。

只想宅在家 干啥都没劲

“宅孩子”

还可怕

“丽珊心理疗法”创始人、
天津市耀华中学教师张丽珊认
为，“宅孩儿”已非个别现象，很
多是由家长“制造”出来的。张
老师在日常心理咨询中经常遇
到类似的情况：孩子喜欢和父
母出去玩或旅游，但父母却把
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比
如，游玩行程不能满足孩子需
求，景点选择没有根据孩子年
龄段选择他们喜欢的项目，以
及过多购物安排给孩子带来疲
惫、仓促的负面感觉等。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
路。”张老师表示，孩子缺少与大
自然亲近的机会，易引发孤独抑
郁。经常与自然接触，不论是对
孩子的健康，还是对孩子想象力、
创造力的培养都有帮助。一些
“宅孩儿”因为与同龄人缺乏共同
的话题，而造成人际交往能力的薄
弱，在群体中难以找到归属感，由
此容易出现情绪失调、学业困难等
问题。（《今晚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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