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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人才转行做月嫂？听

起来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在广

州，记者走访发现，月嫂行业正在

受到高学历人群的追捧。

如今的月嫂，再也不是完全

靠“体力”支撑的行业了，这个行

业的“技术含量很高”，很多月嫂

都手持五六个证，如小儿推拿师

资格证、催乳师证等。从媒体走

访的情况来看，月嫂现在是一个

高收入职业，行业逐渐呈现高学

历、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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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月嫂的高收入，人们早

已不再陌生。每每看到“月嫂月

入过万”的新闻时，很多人都会调

侃，“实在不行就改行做月嫂”，但

心里多多少少对月嫂这个行业还

是有些看法的，“毕竟是个体力

活，社会地位也不高。”

但对于那些真正转行做月嫂

的人来说，她们更在乎月嫂这个

职业的“高收入”与“高自由度”。

完成一个订单后，她们有着相对

自由的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况

且，随着社会对这个行业的认知

度增加，认同感相应提高，会吸引

更多高端人才进入。广州市家庭

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朱德毅就表

示，越来越多研究生、本科生进入

家政行业，说明家政行业越来越

有吸引力。

没错，家政正在成为一个越

来越有吸引力的行业。当然，人

们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对家政服

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进入家政

行业的门槛自然也越来越高，家

政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技术化也

必须相应提升。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今年6

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

见》提出，支持院校增设一批家政

服务相关专业。7月初，教育部表

示，每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有一所

本科高校和若干所职业院校开设

家政服务相关专业——这条新闻

迅速登上了热搜榜单。

“每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有一

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专业”，这样

的支持力度能否真正带“火”家政

行业？客观地说，大众生活离不

开家政服务，但从内心真正想从

事家政服务的人又有多少呢？社

会发展至今，人们对服务业的认

识越来越全面，即便如此，在服务

业这个“大盘子”里，不同属性的

服务人员，大众对他们社会地位

的评价认知并不一致。

举个例子，月嫂和空姐同样

是服务人员，但人们很难把这两

类服务人员联系在一起。这样的

认知偏差当然也和这两类服务人

员所“倚靠”的“大树”有关，空姐

属于航空公司，而月嫂属于家政

服务公司，不同的公司属性自然

也给各自的服务人员带来了不同

的社会地位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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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离不开家政，偏偏又看

低家政。7 月初，教育部“每省份

原则上至少有一所本科高校开设

家政专业”的意见出台后，众多网

友还是抱着“家政专业毕业后就

是当保姆”的心态。

且不说家政专业课程并不是

学习搞卫生、做饭，而是学习哲

学、历史、文学、女性学、现代礼

仪、家庭信息管理、生活哲学、现

代居家设计、家庭营养学、家庭婚

姻学……单单看家政这门学科，

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一

门生活应用科学。把家政和保姆

完全画等号，在看低保姆的同时

也看偏了家政业。

偏见之下，大学家政专业的

招生事实上并不理想。湖南女子

学院在2013年新增设家政学本科

专业，这是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家

政学本科专业。自2013年开设家

政学专业以来，这7年间的录取人

数分别为 34、61、49、71、110、117

和 175（预录）。湖南女子学院还

是幸运的，一些大学开设家政专

业，学生都是靠调剂招录。

如何纠偏大众对家政服务的

认知，也不能只盯着大众的世俗

眼光。1919 年，北京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开设家政学课程，家政学

开始进入我国高等学府。但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家政专业是

断档缺席的，大学里不曾培养过

家庭服务业的专门师资，所以目

前从事家政教育的教师基本上是

半路出家……家政教育的师资变

成了“大拼盘”，失去了家政学独

特的视角与优势。

由此可见，家政专业想真正

“火”起来，还不能只盯着大众眼

光，大学师资配备也需要狠下功

夫。欣慰的是，当一些高学历人

群开始转行做月嫂，越来越多的

人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业需要高质

量发展的趋势。这个行业的尊严

也在逐步体现。

第一批00后已经成年，而第

一批 90 后马上就要到而立之

年。从年龄看，至少90后早已是

青年。但在时下的生活中，特别

在社交媒体上，“少年感”成了高

频词。这从近些年成年人喊着过

儿童节的现象中能够看见端倪。

到底是什么让90后“不想长大”，

或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长大？

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囿于现代社会学制的延

长，读了研究生的年轻人步入社

会就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他们独

当一面的年龄确实在推迟。同样

是 18 岁，在 30 年前，意味着真正

意义上的成年，但在今天，18岁的

年轻人多数都还是被父母呵护的

大学生。这种整体年龄认知和社

会运行节奏的改变，自然让年轻

人的“少年感”延长到青年阶段。

还应看到，在互联网时代，年

轻文化是主流，整个互联网文化

对年轻人宠爱有加。正因为整个

社会都更加推崇乃至讨好年轻

人，所以，即便一些人早已不是少

年，却刻意保持一种年轻的“人

设”。某种程度上说，“装嫩”成了

一种刚需。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竞争

压力，也约束了年轻人该有的成

长。在高房价和快节奏、高强度

的社会竞争体系中，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更专注于自我。他们不再

热衷于买房和买车等高消费，推

迟结婚和生育，甚至主动调低生

活目标，而把更多精力转移到个

人的喜好之中，同时不自觉地为

自己涂抹上一层“我还是宝宝”的

保护色。

另外，城镇化的发展，物质上

的进步，也造就了一批不想长大

的“宝宝”。比如，部分年轻人买

房可以掏空6个钱包。也正是这

种过度保护和物质上的宽松状

态，令部分年轻人的心态停留在

需要保护的“少年”状态。

在世界范围内，这也具有一

定的普遍性。对于这个群体的看

法，应该一分为二。首先，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道路、生活方式，也是社会价值多

元化和进步的一种产物。因此，

对这一群体不必过于忧心忡忡。

但另一方面，当相当一部分年轻

人不愿意长大，确实也不容忽

视。这不仅需要家庭重新思考丰

裕物质条件下的教育方式和理

念，大的社会运行机制，也应为年

轻人留足更多的成长和发展空

间。 （中国青年报 任 然）

致家政——
明明需要你，偏偏看低你

燕都融媒体评论员 陈 方

是什么让90后“不想长大”

社会发展至今，人们对

服务业的认识越来越全面，

即便如此，在服务业这个“大

盘子”里，不同属性的服务人

员，大众对他们社会地位的

评价认知并不一致。

@张敏——职业不分高

低贵贱，各行各业都需要

高素质人才，凭本事吃饭

就不丢人，不应简单地以

传统价值观评判现实的

就业选择。

@张闻骥——市场对高

素质保姆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而一些优秀大学生

正好具备这些素质，他们

投身到这个行业，既可满

足社会需求，又能实现自

身价值。

@贝多芬病毒——有一

些传统观念需要改变了，

职业无贵贱之分。

推荐推荐

网友网友评说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

为，近年来，舆论总爱讨

论大学生当月嫂值不值

这类话题。这种讨论还

颇热烈，有意无意间给学

校和学生这样的感觉：从

事家政是低端的，也是没

面子的。这种观点很令

人不解。每个人都可自

由选择新的职业，而不能

把职业分为高低贵贱，如

果一个人立志于成为一

流的月嫂，这和做一流科

学家，是一样伟大的理

想。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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