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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人喊内卷，鸡娃也疯狂”的时
代，佛系似乎成了一种罪过。（注：鸡娃，网络
名词，就是给孩子打鸡血，不断地给孩子安
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儿童
节马上到了，虽然“儿童节快乐”也许能为孩
子带来一天假期、一顿美食，但这并不能为这
场大人和小孩都忙碌的竞跑按下“休止符”。

现在的小孩都在忙啥？为此，记者采访
了13位家长和孩子。

“非典型”教育

记者先和恬妈聊了聊“鸡娃”这个话题。
她其实不算是这个话题的最佳人选和家长
代表，因为恬妈并不是“鸡妈”。恰恰相反，她
素来提倡“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

记者认识她已有 6年，她一直专注于家
庭关系和儿童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与无数焦
虑的父母对话沟通，因此在这方面有些心得。

她的孩子恬恬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在班
级里学习保持中上，性格开朗活泼。“虽然已
经五年级，但我不打算让恬恬刷各种试题试
卷和上补习班，唯一一个数学线上课程我也
准备停掉了，虽然这个课刚刚开通没多久。”

当然，恬恬并没有闲着，恬妈带着她
花了许多时间在拓展认知和丰富体验上，
例如冬日腊八施粥、夏日酱园酿酒、秋日
野营蓝晒。当然，恬恬也少不了跟着妈妈
参加各种读书会，走进工厂和博物馆研
学，参加夏令营搭建树屋，学习琳琅满目
的手工制作——做盘扣、玩刺绣、制作掐
丝珐琅、捏黑陶……这样的体验，绝对比
大部分孩子的课外生活要丰富许多。

和恬妈一样心态轻松的，还有孩子丢丢
刚刚上幼儿园小班的王女士。虽然丢丢班上
有孩子开始上各种培训班，但王女士心态平
和，觉得至少幼儿园阶段应该让孩子多玩耍。

因为住在临海的乡下，家前后都是山，
大自然就成了丢丢的乐园。王女士也喜欢带
着丢丢去山间、去海边亲近自然，感知四时
的变化。擅长摄影的她，还会用相机精心记
录下这些画面。“我朋友的孩子们年龄跟丢
丢相仿，他们住在城里，都特别喜欢往我家
跑。我家有菜园子，出门有果林、溪水，孩子
们可以去山里，去玩泥巴，还可以喂兔子。”

学习终究是“重头戏”

不过，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像恬妈和王
女士一样“心宽”，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像
恬恬和丢丢一样恣意地玩耍和感知世界。

有为孩子送到更好学校而努力的家长。

跳跳妈的大女儿陈奕瑾在台州书生小学念
三年级。选择书生小学，跳跳妈看重的是学
校的教学质量和教育环境。因为家在黄
岩，陈奕瑾不得不在校寄宿，每周回家一
次。而除了周一至周五的在校学习，到了
周六，陈奕瑾还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上
补习班。

也有付出所有空余时间和精力陪伴的
家长。蒋欣芝才上小学一年级，妈妈陈女士
认为这是各个学科打好基础的时候，“关于
科学兴趣培养，我一直给孩子订阅相关读
本；英语启蒙从大班开始，目前配合一些线
上课程给孩子做辅导；阅读是基础，一二年级
让孩子先达到一定识字量，后期学古文需要家
长做更多引导，拓展书本之外的古文学习。”

除此之外，蒋欣芝还会通过在线教育
APP课程，巩固拓展学到的知识。到了周末，
她还有写字、主持和舞蹈培训班。

孩子累，家长更累

很想听听孩子的想法，于是记者找到了
4名即将上小学的孩子。面对面交流后，记者
发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善于表达、兴趣爱
好广泛。

“早上起床后要早读半小时，然后去幼
儿园，”吴锦意分享了他每天的安排，“晚上
回来先学习英语 30分钟，围棋练习 1个小
时，写字1个小时，还要练习两遍主持。”

和吴锦意一样，另外 3名小朋友的日程

也都排得满满的，有学小模特和跳舞的，有
周末在写字、绘画和小主持课程之间来回切
换的。虽然还没上小学，学业压力没那么重，
但小朋友依旧为每天必须完成的课程和作
业而吐槽，喊“累”也在所难免。

金女士一家一年前从嘉兴回到台州。为
了兼顾事业和陪伴女儿，金女士将小女儿禾
禾放在椒江上幼儿园。禾禾正在上小班，课
外有上乐高课和数学逻辑思维课，“这些课
程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空间概念和逻
辑思维”。

大女儿诺诺在路桥念五年级，学习成绩
还不错。不过因为两地教材不同，一向提倡

“快乐成长”的金女士不得不在去年暑假为
诺诺报了一个数学补习班。“当初我花了很
多时间在陪伴大女儿这件事上，如今我很难
花这么多时间在小女儿身上，想和诺诺一样
带着禾禾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户外活动，心有
余而力不足。”

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严女士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而回到
家辅导孩子写作业又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情，因为她的老公在女儿教育上选择当“甩
手掌柜”。

“没有我陪在身边，孩子作业就写不下
去，每天晚上要弄到八九点，作业结束还要
给她舞蹈打卡、英语打卡……”严女士感到
身心俱疲，“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有进步，
而且我也看不到她在舞蹈和英语上有多大
天赋，却又不得不坚持。”

课内课外，他们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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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连轴转

周末的清晨 7点，全职妈妈林女士
准时起床为家人准备早餐，再叫醒孩子
去参加早上的绘画课。对她来说，周末
早起，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我辞去外贸工作，做全职妈妈已
经有4年多了，现在瀚瀚上幼儿园了，平
日反而有空做些自己的事，但一到周
末，又回到了最初全天‘带娃’的状态，
的确是连轴转。”林女士坦言。

她向记者介绍了自己与孩子的一
个“普通”周末：早起带孩子去上绘画课
或架子鼓课，中午接孩子到附近商圈吃
个午饭，下午继续上幼儿益智课程或参
加亲子共读活动。晚上再接孩子回家，
结束一天的奔波。

“现在的课程越来越注重亲子之间
的互动，所以有时我也不能干坐着等孩
子下课，需要参与到课堂中。”林女士表
示，“像亲子共读、手工制作等活动，也
让我能静下心来与孩子相处，享受共同
做一件事的乐趣。”

与孩子相伴的周末，有快乐也有疲
惫。“带孩子出门，有时的确考验妈妈的
耐性，我们也在商量能否在家中自己教
孩子学些东西，但总觉得自身水平有
限。”林女士笑着说，“毕竟不能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就算是周末也不能虚度。”

自从开始做全职妈妈以来，林女士
经历了心理上的转变。她一开始觉得周
末是一家人用来放松心情的，只要彼此
陪伴就很美好。“但发现身边的家长都
在为他们的孩子规划周末，就会迫使自
己和孩子也‘忙起来’。”

甜蜜的“烦恼”

有一儿一女的何女士，繁忙的周末
生活对她来说，充满了甜蜜的“烦恼”。

“周末的我，比工作日更忙碌。儿子
现在上小学四年级，周末两天要上三四
门课。”何女士说，“一大早就要起来送
孩子上课，中午也没有休息时间，晚上

回来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周末要上四门课的那段时间，孩子

在连轴转的状态下身体有些吃不消，何
女士只能将原本安排的一些兴趣课暂
停。“我家小孩学习兴趣还是很高的，报
的课程基本都尊重他的个人喜好。孩子
想学的东西很多，就是怕他身体难以承
受这样的强度。”

“我们也在考虑将一些兴趣课移到
寒暑假，这样平时也不会给孩子过重的
负担。”何女士表示，和周围家长交流
时，她发现许多孩子都是全年无休，学
演讲、学主持、学编程，孩子们不是在上
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多学点东西固然是好的，但是在
培养孩子上，还是需要长远规划。”何女
士认为。

转眼间，何女士的小女儿也上幼儿
园中班了，今后的双休日想必会更加忙
碌，家人之间聚在一起放松的时间也更
有限了。

风雨无阻

李先生的孩子读小学六年级，面临
“小升初”的压力，学业非常繁忙。在李
先生的记忆中，陪孩子熬夜钻研奥数
题，已是生活的常态。

“周末和孩子一起出去打打球、跑
跑步的日子，好像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
了。”李先生表示，自从孩子升到高年级
后，每个周末的任务之一，就是接送孩
子上补习班，风雨无阻。

“原本为孩子报的兴趣班都搁置
了，这段时间还是要以学业为重，作为
家长只能时刻站在孩子身后。”

但李先生总觉得自己能为孩子做
的事太少，到了周末，无非就是为孩子
做一顿大餐，旁敲侧击地关心孩子的学
习状况。有时看着周末还在做题的孩
子，“感觉就像笼中鸟，失去了童年应有
的快乐。”

李先生说，儿童节前的周末，本来
想带孩子去游乐园放松一下，但遭到了
孩子的拒绝。“与孩子过一个放松的、没有
作业、没有压力的周末，成了一种奢求。”

爸妈周末无休

元 萌

节假日及周末，原本是放松身心的时间，而
如今的孩子和家长往往抱怨“假期无休”，孩子们
在书山题海间打转，家长们跟着孩子辗转于各培
训机构之间。

或许在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高度内卷
化的现代社会，人们都无心甚至无暇去停下来思
考：到底是谁“卷”走了我的周末？

家长陪伴孩子“周末无休”，为孩子付出了太
多的时间与心力。全社会都在为孩子的教育“做
加法”，不光是孩子，家长也是不堪重负。

就像学校建立的家长群，让家长与孩子处于
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待机”状态。孩子在放
学后继续打卡各种任务，家长需要监督孩子完
成，有时甚至需要参与其中的一些任务。

家长群属于家校共建的产物，目的是为了更
密切地关注孩子在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的动
向。但学校如果过度将责任交付给家长，不仅为
家长增加了额外的负担，长此以往，也不利于建
立和谐稳定的家校关系。

此外，家长与孩子仍深陷于“培训热”的漩涡
中。或是出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
或是出于对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期望，绝大
多数家长都会选择在周末、寒暑假甚至工作日为
孩子报班。

笔者认为，报培训班及兴趣班无可厚非，但
切忌跟风。在课程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孩子的接
受程度、个人能力与兴趣，做到因材施教。

如今，线上教育、远程教育等业态蓬勃发展，
家长与孩子可自主选择线上课程学习，可有效缓
解线下培训带来的压力与不便。

实际上，孩子的周末，理应被赋予更多的可
能。在倡导素质教育、全面教育的当下，孩子与家
长不应一直围绕着补习班、培训课打转，跳出唯
分数、唯名次的圈子，树立一种“非典型“教育理
念，鼓励孩子快乐学习、自由体验，反而会收获更
广阔的天地。

从呼吁教育减负到抵抗教育内卷，无论是孩
子、家长还是学校，需要共同寻求一个规避无效
竞争、释放升学压力的出口，将周末还给孩子和
家长，为亲子之间创设更多欢度周末的机会。

谁“卷”走了
我的周末

且看且议

本报记者颜敏丹

梅雨季节即将到来，天气闷热潮湿，
细菌、真菌很容易繁殖，从而引发一些皮
肤疾病。

近期好发的皮肤病，是螨虫皮炎、脚
气、湿疹等。

天气湿漉漉，脚气找上来
前几天，60多岁的老王脚上起了很多

小水疱，痒得他不停地挠，整夜睡不好。他
来到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就诊，医生一看，
原来是脚气犯了。

“脚气也叫足癣，医学上叫足部皮肤
真菌病。”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陈晋广
说，这类浅表真菌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
22℃-28℃，南方温暖潮湿的梅雨季，就是
真菌的“天堂”。当下，脚气发病率非常高，

“一天门诊100多人次中，有十几个人是得
了这个病。”

脚气的传染性很强，一人得病，很容
易传染给一起生活的人。

真菌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有两种存
在形式——菌丝和孢子。当环境适宜时，
真菌会发出菌丝，大量繁殖，引起症状。当
环境不适宜时，又会转化成孢子，可以抵
御各种高温低温酸碱环境，一般的热水、
阳光都不能杀死他们。真菌可以通过脚
盆、游泳池、公共浴室的拖鞋浴巾等传染，
一旦遇到适宜环境，就会生根发芽，引起
脚趾缝糜烂、浸渍，脚后跟脱屑，脚侧缘小
水疱等。脚气虽然不是大病，但影响生活
质量，时间一长，真菌容易侵犯趾甲，引起

“灰指甲”。随着年龄增长，血管、淋巴管功
能退化，还可能引起丹毒、癣菌疹等。

陈晋广提醒，脚气虽不是大毛病，但
要认真对待，尤其是梅雨季节，一旦鞋袜
被雨水淋湿，要及时更换干爽透气的鞋
袜，洗完脚注意擦干净脚趾缝，不要给脚
气滋生发展的“好环境”。

螨虫皮炎，时下高发

最近，一些人身上会莫名其妙起小红
疙瘩，瘙痒难耐。来到医院，被告知是得了
螨虫皮炎。陈晋广说，螨虫皮炎也称丘疹
性荨麻疹，近期，他的门诊患者中，得了螨
虫皮炎的占了10%-20%。有一些患者感到
奇怪，说是螨虫，但并没有感觉到被虫咬啊？

那螨虫到底是个什么虫？
其实，螨虫不是虫。陈晋广给大家普

及了一下关于“螨虫”的知识。
第一，螨虫体积非常小。螨虫虽然也

叫虫，但是和大家印象中的蚊虫这类肉眼
可见的节肢动物不同，它的体积非常小，
一般不超过1毫米，难以被肉眼察觉。

第二，螨虫分布非常广。有油脂的地
方，有灰尘的地方，都有螨虫。可以说，我
们生活在一个布满螨虫的世界里，但是一
般情况下，我们感受不到螨虫的存在，因
为螨虫和人类共居在一起。

第三，螨虫怕干，怕热，怕紫外线。
梅雨季节，气温一般在 20℃-30℃，周

围环境潮湿，光线比较弱，紫外线也比较
弱；春末夏初，植被茂盛，被褥、衣物不能
经常洗晒、暴晒，螨虫就非常适合生存，特
别容易发生螨虫皮炎。

陈晋广提醒，患上螨虫皮炎不要怕，
可以涂一些有清凉止痒作用的薄荷膏等，
帮助止痒。症状严重的，须及时就医。

记牢几个生活习惯
1.居住环境多通风；
2.少去阴暗潮湿的地方，比如地下室；
3.床铺以床单为主，如果使用草席，要

反复开水烫洗、太阳暴晒；
4.少去草丛或者植物茂盛的地方，去

的时候，尽量穿长袖长裤；
5.衣物尽量经日光暴晒；
6.注意个人卫生，每天洗脚，注意擦干

脚趾缝，勤换鞋袜，经常暴晒，保持干燥；
7.和家人分开使用个人清洁用品，避

免交叉感染；
8.少去公共浴室、按摩店等，或者自备

拖鞋，减少交叉感染。

注意啦！
最近螨虫皮炎、脚气发病率高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罗锦雯）
近日，由临海市关工委牵头，临海市人民
法院联合临海小学开展“重读红色家书”
系列活动。

“当我们掀开尘封的历史，去阅读烈
士们留下的一封封家书时，更能感受到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也如我们一样的绽放过，
也有着浓浓的亲情，灿烂的爱情……”随
着小主持人的声音响起，“重读红色家书
致敬建党百年”活动拉开了帷幕。临海小学
200余名学生代表在学校的同心厅参加此
次活动，其他师生在教室内收看同步直播。

临海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王海一，饱
含深情地朗诵了夏明翰写给母亲、妻子以
及大姐的三封家书。行政庭法官助理王旭

拓分享了聂荣臻的家书《争国权以救危
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并借此寄语：“作
为一名在校学生，须认真学习基础知识，
胸怀祖国，在日常生活中勇于奉献自我。”

随后，临海小学学生代表卢柏成分享
了王传馥家书。该校副校长方玲华、退休
教师代表周美莲及 4名学生代表，分别畅
谈了自己的感受。

临海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嘉
表示，通过学家书、诵家书、议家书、悟家
书活动，加深法院干警和师生对我党历史
的了解，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革命道路的曲
折和胜利来之不易，感受到革命先烈崇高
的精神，这也是法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

临海法院：
“重读红色家书”活动走进临海小学

本报通讯员郑江斌

“腰椎盘突出，扎了银针再拔罐”“这
位顾客全身关节疼痛，针扎下去，七八分
钟，湿气就排出来了，遇到我你有福啦
…… ”近日，抖音上的一条养生保健宣传
短视频，引起了玉环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
员的注意。视频中显示一家养生保健馆正
为顾客提供针灸服务，从视频背景中，执
法人员敏锐地察觉到，这家店就在玉环本
地，且无相关行医资格，初步认定是一家
非法诊所。

锁定了当事人和行医点后，执法人员
立即前往该养生保健馆。一进入馆内，执
法人员便看到数张诊疗床、经络屏风图，患
者小腿上密密麻麻地扎着针灸针。烟雾缭
绕中，非法行医者黎某正在给患者施针。

“我们是在网课上面学的针灸，老师
在线上教我们怎么操作，学了大概1个月，
就开始给顾客扎了。”经查，黎某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
执业证书等相关行医资质，却以针灸等医
疗行为，为病人诊治颈椎病、关节炎、腰肌
劳损等疾病。执法人员当即责令黎某停止
诊疗活动，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黎某非法行
医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药品、医疗器械，
罚款75658元的行政处罚。

随着各类网络平台逐渐进入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五花八门的辅导课程与医
疗视频也日趋泛滥，难辨真伪。玉环市卫
生监督所执法人员提醒市民一定要擦亮
眼睛，选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就诊，珍爱
生命，远离非法行医。

抖音“神医”上网课学针灸
非法行医被当场查获

日前，温岭市游泳协会和天鹰、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带领南屏小区幼儿园小朋友，来
到温岭市体育中心游泳池，现场教授预防溺水、抢救溺水者等安全知识。

图为志愿者告诉小朋友，抢救溺水者时，救援者能在岸上尽量不下水，能卧倒不要站
着，能用器材不要人下水等常识。 本报通讯员刘振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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