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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高铁上孩子吵闹的视频引
发热议。视频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因吵
闹声音过大，被同车厢旅客劝说制止，不
料却遭到孩子家长的怒怼。对此，有人建
议高铁设置“儿童车厢”。那么，一个专属
于孩子的“非静音车厢”，能解决吵闹的问
题吗？

专家

现象

高铁设“儿童车厢”能管住熊孩子吗？

儿童在高铁上吵闹
时有发生

邢台的刘女士因工作原因，经常需要
乘坐火车出差，说起车厢里的“熊孩子”，
刘女士一脸无奈。“尤其是时间特别长的
车次，如果有孩子在那儿闹，自己休息不
了，也影响别人。”

经常出差的石家庄市民孙先生也表
示，乘高铁时很担心遇上孩子吵闹的情
况。“有时候想在车上休息一会儿，但有小
孩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甚至大声哭闹。”

也有人表示，理解家长带小孩出门的
不易，但如果打扰到别人，家长还是要给
予必要的教育。“孩子在高铁上不停吵闹，
打扰到别的乘客，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家长黄丽珍表示，如果自己遇到这种
情况，会尝试先与周围乘客沟通致歉，避
免争执。“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先
哄孩子。假如实在没哄好，打扰到了其他
乘客，那肯定会先致歉，然后再找解决办
法，比如转移一下孩子注意力，找乘务员
换个位置等。”

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大声吵闹的行
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朱云表示，这与
孩子的生理发育有关。“童年时期，孩子会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执行力不足，比如在需
要安静坐好的公共场合，孩子无法安静坐
着，这可能并不是孩子故意的。”

鉴于儿童执行力不足情况较为普遍，
朱云建议，公众对待这一阶段的孩子及其
家长应尽量多些宽容和接纳。“随着孩子
年龄的增长，他们在自制力及执行力方面
会有很大提升。”

设置“儿童车厢”
不存在技术障碍

有网友建议，为带孩子的家长设置一
个专用的车厢。这一方案可行吗？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
院教授李红昌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旅
行途中的舒适、安静有着不同的需求，从而
产生了对“静音车厢”“儿童车厢”“家庭包
厢”等的需求。因此，设立“儿童车厢”的建
议，对铁路部门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运输
人性化、精细化服务会起到促进作用。

李红昌说，铁路部门可借鉴“静音车
厢”拓展出“儿童车厢”。“开设‘儿童车厢’
也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只需要把高铁某
几节车厢设置为‘非安静车厢’即可，并在
旅客选择时给予一定提醒。”

而对于“儿童车厢”的定价问题，李红
昌分析，“定价需要综合考虑铁路的市场性
和公益性。若强调市场性，就可以制订差
异化的价格；若强调公益性，则按照统一价
格进行不同车厢的选择。当前看来，还是
比较适合采用统一定价的方式，以方便不
同群体乘客的实际需要。” （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网、北

京晚报、哈尔滨日报）

链接

高铁“静音车厢”
是很好的体验

从2020年12月24日开始，铁
路部门在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的部
分车次试点“静音车厢”服务。由
此可见，很多乘客对旅途环境的安
静舒适有期盼。

据了解，“静音车厢”两端及车
门玻璃上均张贴着“静音车厢”标
识，每个座位网兜后也摆放有“服
务提示卡”，告知旅客相关注意事
项。“静音车厢”内的车载视频系统
默认静音，车内自动广播音量也设
置在最高音量的40％内。餐品小
车在进入“静音车厢”后将停止产
品介绍，服务人员也需要小声回复
并进行相关服务。

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对乘务人员提前开展岗前
培训。相关车次列车停靠站时，在

“静音车厢”两端车门设置专职岗
位引导；运行途中，乘务人员将对
违反“静音车厢”相关要求的旅客
进行劝阻。

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静音
车厢”中，旅客基本都能遵守在车
厢中保持安静的规定。其中，多数
旅客会在使用电子产品时选择佩
戴耳机，并与邻座乘客交流时小声
交谈。“在车厢里确实感觉还是比
较安静的。”有乘客说，“对于对噪
音比较敏感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
的体验。”

案例

孩子在高铁上哭闹怎么办？
这位妈妈的做法网友怒赞

孩子在高铁上哭闹该怎
么办？一位宝妈发布的视频
获众多网友点赞。视频中，女
孩用湿巾擦着车厢，全程安静
乖巧。

视频中的女孩朵朵，来自
黑龙江哈尔滨，今年3岁。她
的妈妈宫女士称，这段视频是
孩子1岁多时记录下来的，当
时，朵朵看到高铁桌上放了湿
巾，就拿着湿巾擦地、擦墙面，
宫女士发现专注干活的女儿
不哭不闹，决定鼓励她一直做
下去。

“我站在她身边，她擦完
了一块地方，我就说‘朵朵你
好棒！’越夸她越起劲儿，原以

为孩子擦一会儿就会累到睡
觉，没想到她一直擦到到站”，
这个方法不仅让朵朵安静下
来，也让她收获了成就感。“我
夸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都在放
光”。

宫女士介绍，出门在外她
和丈夫都不想让孩子打扰别
人：“我们会把孩子的零食和动
画片提前准备好”。如今，3岁
的朵朵已经懂事了，出门前宫
女士还是会和她说，“公共场所
不属于个人，假如你在睡觉时，
爸爸妈妈在旁边大喊大叫，你
肯定不开心。”她希望孩子能够
换位思考，多考虑周围人的感
受。

调查

熊孩子背后更多还是熊家长

近段时间以来，熊孩子吵
闹引发的争议甚至冲突，广泛
存在于各类公共场所。记者
调查后发现“熊孩子现象”在
我们身边很普遍，而在这些孩
子身后，家长是最该挨批评
的。

在北京一班地铁上，记者
看到六口人，三个孩子、三个
老人。其中，两个年纪稍小的
孩子，从上车就没停止打闹。
随着这俩孩子打闹的热情越
来越高，他俩的声音也越来越
大。负责看管孩子的老人，多
数时间在闭目养神，看得出来
有些疲惫。倒是坐在他们对
面、那个看着另一个大孩子的
老人，时不时提醒打闹的孩
子，不要喧哗。这一家人坐了
约有5站地，其间两个小孩的
打闹行为，一直没有中断过。

除此之外，在小区里，孩
子们往往玩得更疯，也会因为
吵闹，打扰居民的休息。

“我们小区本身没有篮球

场，但是很多孩子又喜欢打
球，于是，我们几个 1 号楼的
家长就集资，买了一个简易篮
球架。”在通州区某小区居民
老王说，篮球架一安装好，孩
子们就兴高采烈地玩了起
来。但是，很快1号楼低层住
户的投诉接踵而至，最后还报
了警。

老王以为，一旦报警，篮
球架必拆无疑。但没想到，事
情的处理很和谐。最后，篮球
架得以保留，但是对运动时间
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我们还
成立了一个小的俱乐部，所有
来玩球的孩子家长，都拉到一
个微信群，大家约法三章，强
调不能扰民。”老王说。

“熊孩子背后，更多还是
熊家长。”老王语重心长地
说，“家长的言行，肯定会影
响到孩子。家长友善、讲理，
孩子自然也会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

朵朵拿湿巾擦车厢的视频截图。

77月月2020日日，，GG14761476次高铁乘务员在车厢里为儿童贴上防走失的次高铁乘务员在车厢里为儿童贴上防走失的““宝宝座位贴宝宝座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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