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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卢珍珍文/摄

隐藏的群体

晚上 9 点前后，台州市第一中
学 门 口 ，陆 续 停 满 了 接 送 孩 子 的
车辆。

40分钟后，自习结束的高三学生
走出校园。他们沿着人行道走着，部
分人钻进父母的车里回家，也有部分
人走过天桥，走进马路对面的陶王北
苑，消失在黑夜中。

陶王北苑，这个距离台州市第一
中学步行不到10分钟的小区，是很多
高三学生在外租房的首选之地。

到了高三，在外租房似乎成了
一种风气。有人想延迟睡眠，多刷几
个小时的题；有人想逃避晨跑，避开
食堂里吃早饭的人潮；有人想有独
立的空间；也有人只是为了跟风。

在这个租房群体背后，还有一个
被忽视的群体：陪读妈妈。

受家庭传统分工影响，妈妈是陪
读家庭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是陪
读大军中的主力。她们中也分全职陪
读和非全职陪读，阶段性陪读（以初
三和高三为主）和全程陪读（从小学
到高中）。

去年下半年，经过协商，路桥
44 岁的林晓（化名），接受了女儿的
提议，从高二开始，她们在陶王北
苑租房。

自此，林晓成了一名陪读妈妈。
每天早上 6点，林晓准时起床做

早饭。6点 10分，她敲门叫醒女儿。6
点 40分左右，女儿吃好早饭去学校，
林晓则要开车40分钟左右，到路桥一
家医院上班。下午5点下班后，林晓回
到椒江，直到女儿夜自习下课后，她
们才有短暂的交流。

“我女儿是过敏体质，过敏严重
时，她心跳会加快，也会影响内分
泌，影响睡眠。”在外租房后，林晓
更能照顾到女儿的饮食均衡。女儿
对牛奶过敏，林晓会注重她的蛋白
质补充。从初中开始，女儿在校吃
的每顿午餐，都是林晓当天提前准
备好的便当。

林晓租在小区立地房的二楼，在
她楼上，住着一个从小学一直陪读到
初中 的 妈 妈 ，在 林 晓 所 住 楼 房 的
斜对面，还住着她的同事，也是陪

读家庭。
“很多陪读妈妈白天都上班去

了，平时你都见不到，她们真的辛
苦。”黄岩的王女士感慨。坐在立地房
门口的石块上，王女士手里提着保温
饭盒，因为忘带钥匙，她只能等着房
东过来。

去年下半年，因为自己的一场小
手术需要静养，也因为女儿正式步入
高三，王女士成了一名阶段性的全职
妈妈。

“女儿爱点外卖，这点我很反
对，所以我要过来照顾她。我没文
化，没法给她辅导，读书就靠她自己
了。”每晚看女儿苦读到 11 点半，她
觉得孩子很累，但她唯一能做的，就
是偶尔进门看看，或者问问她夜宵
喜欢吃点什么。

住在出租房里，没有人会在意房
子装修是否豪华，能有一个带阳台的
朝南房间，一张 1.8米的大床，王女士
就很开心了。

为了分担房租，她和另一个路桥
的陪读妈妈，租在同个楼层。没事时，
她们窝在各自的房间里刷抖音、看直
播，到了傍晚，她们才会出门散步，或
者走进广场舞的人群里，一起舞动起
来。夜色里，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们是
一群陪读妈妈。

不同的付出

在陶王北苑，电线杆或者立地房
门口，醒目的红色租房信息，总会吸
引着人。在招租信息上，有些房东还
会标明“仅一中学生”。

一层两个房间、独立卫生间，月
租在 1100 元左右，这是陶王北苑的
普遍价格，如果是套房，价格则更
高一些。

陪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除了
支付必要的房租外，也意味着一个劳
动力的流失。

没有收入时，王女士会心慌。
陪读开始后，王女士学会了炒

股。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9 点 30 分到
11 点 30 分，是她最为专注的时候。
盯着股市上下浮动的折线，王女士
觉得自己也在努力争取，“没收入，
也想挣点钱。”去年运气好的时候，
她一天能赚到七八千元，但今年，她
摇摇头说，不行。

在 出 租 房 实 在 无 聊 ，王 女 士
就 会 开 车 回 黄 岩 ，如 果 能 给 办 模
具 厂 的 老 公 搭 把 手 ，她 心 里 会 舒
服一些。

去年，椒江陶女士的儿子高中毕
业了。儿子去杭州读大学后，陶女士
的陪读生涯也结束了，“我觉得自己
也毕业了”。

儿子去杭州的前两个月，陶女
士经常失眠。夜里睡不着时，陶女士
心里有些恍惚：儿子怎么就瞬间长
大了呢？

从幼儿园到高中，陶女士一直
陪在儿子身边，是个全职陪读妈妈。

“儿子读小学时，我们买了百姓家园
的房子。读初中时，我们在他学校旁
边租了房子。读高中时，他的学校正
好离家近，我每天步行去接他，就当
散步。”

因为丈夫在上海工作，照顾孩子
成了陶女士生活的重心。

儿子上小学和初中时，陶女士是
儿子班级家委会主任，一旦班级需要
家委会支持，陶女士永远是那个最热
心的。临放学前，陶女士喜欢早早等
在校门口。在校门口，她能准确认出
孩子班里同学的家长。

陪读生活中，陶女士仅有的失落
感，是那个越来越模糊的“自我”。“毕
竟我没有工作，没有社交，就会羡慕
原先的同事，她们都越来越优秀了。”

但那些人也会反过来羡慕她，能培养
出一个优秀的儿子。

丈夫在背后给了陶女士充分的
支持。每次回上海工作时，他总会告
诉儿子：“要听妈妈的话，妈妈才是家
里的‘老大’。”

执着的陪伴

林晓同事的儿子，考上了清华研
究生，大家都在追问育儿秘诀时，对
方回答说，就是“陪伴”。

关于陪伴，林晓内心是赞同的。
女儿上初中时，林晓每天从路桥

驱车30分钟，送女儿来椒江上课。
她常常会回忆起一个画面：冬

天，6点10分她就要带女儿出门。在漆
黑的路上，只有她一辆车前行着，沿
着道路，天越开越亮。

“初三时，我们 6 点 40 分就得赶
到学校。女儿都是在车上吃早餐的，
你想想，在冬天，早餐的味道肯定也
不好。”当初每天折返的辛苦，却成了
林晓和女儿的共同记忆，如今回想，
甚至有点甜。

成为陪读妈妈后，出租房成了
林 晓 和 女 儿 的 情 感 连 接 点 。在 这
里，她给女儿准备早餐，也会每天
过问她的在校情况，“我和她之间
没有秘密”。

儿子高三夜自习结束后，陶女士
会在校门口等着。从学校步行回家的
20分钟路程，是她和儿子一天的聊天
时间。

他们一起聊学习、聊压力，也聊
开心的瞬间。“学习上我很少给他
压力，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陶女
士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高考成功与
否，不再是陪读妈妈衡量陪读意义的
唯一标准。

“如果你陪读，是希望孩子考更
好的成绩，有这样的想法，出发点就
错了。”林晓说，不久前，她看了一篇
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报道，她一直惊
叹，社会发展太快了。她无法想象，未
来会在什么时候，大批就业岗位会被
智能机器人取代。“我们不会给孩子
学习压力，但希望她能养成自律的习
惯。”林晓说。

因为没有发挥好，陶女士的儿子
并未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成了一家人
的遗憾。但在亲子关系上，陶女士是
满足的。

陶 女 士 生 日 时 ，远 在 杭 州 的
儿 子 ，在 线 下 单 买 了 一 束 花 送 给
她。儿子回家时，外婆旁敲侧击问
他 ：有 没 有 想 爸 爸 妈 妈 ？儿 子 回
答：想的。

一旁的陶女士当作不知情，心里
却开了一朵花。

我是一位陪读妈妈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陪读，可能在很多学生的
升学经历中，留下过重要的一
页。许多家庭选择在孩子高中
阶段，到学校附近租房，当“陪
读家长”。

陪读给学生带来了什么？
减轻孩子负担，还是造成了压
力？近日，记者采访了数位有
过陪读经历的市民，听听他们
的看法。

改善

椒江人苏蕊是浙江工业大
学的一名大二学生。高三时，
她的母亲曾放下工作，全职陪
读一年。

苏蕊表示，陪读现象在高中
非常普遍，“高中的时候，我们班
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都选择陪
读，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区租房
子照顾孩子”。

苏蕊成绩不错，上高二时，全
家人就商量让母亲陪读。当时，对
于这个决定，苏蕊没有反对，“从
某些层面说，母亲帮忙解决了衣
食起居，确实让我自己轻松不少。
住校时，每天夜自修下课还要自
己洗衣服，去食堂吃饭也要排队，
很不方便。”

更重要的一点，住在家里，苏
蕊晚上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寝
室里，大家的作息不一样，有时候
我想继续学习一下，但是同寝室
的室友要休息了，怕打扰她们，也
就算了。”

梁嘉琪是临海市杜桥中学的
一名高三学生。经过全家商量，这
学期开学，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
一间房子陪读。

“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希
望母亲过来的。”梁嘉琪表示，
住在学校时，自己每天的生活
都非常赶，“早上 6 点钟就得起
床，食堂吃饭人多，队伍排得
很长。”

母亲来后，她感觉轻松了
许多。早上起床，热腾腾的早
餐已经摆放在餐桌上。不用挤
食堂排队，她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学习。

参加工作多年的徐晓丹回忆
起当年也颇为感慨：“我们高中是
当地比较好的一所中学，家长对
孩子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很多学
生上高一时，家长就过来陪读了。
高三时，我记得我们班只剩 5个
学生在住校。”

徐晓丹在学校住宿过一个学
期，因为不能适应许多人一起生
活，母亲又在学校门口租了房子，
让她搬出来住。

“刚开始的两年，我都是自己
一个人住在学校外面的出租房，
平时吃饭就在食堂。高三时，母亲
说为了我吃得更加营养一些，就
一起住了过来，帮我洗衣服做
饭。”在徐晓丹看来，母亲过来后，
自己的生活确实改善了不少，“平
时在食堂，饭菜不一定合胃口。母
亲来了，每顿饭都花心思给我做，
让我很感动。”

压力

但是，苏蕊和母亲都没有想
到，母亲来陪读后，她的成绩反而
下降了。

“高三的时候，学校经常会举
行模考。平时，我的成绩在班级上
游，有段时间就掉到了中游。”

苏蕊分析，可能是因为自己
压力过大造成的。

苏蕊的母亲原先在一家工厂
上班，为了照顾她，便放弃了那份
工作。此后，养家的重担压在父亲
一个人身上。饭桌上，母亲总是一
边给她夹菜，一边不自觉地唠叨：

“为了你的学业，家里这回真是下
了血本，你一定得考个好大学给
爸妈争气。”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想到父
母对自己的付出，苏蕊觉得身上
背负了许多压力，“我就很担心自
己没有考好，辜负了他们的期
望。”每次一到考试，她的精神总
是紧张，导致失去了很多不该失
去的分数。

梁嘉琪也认为，母亲来陪读，
虽然减轻了自己生活上的负担，
也增加了无形的心理压力。

“我老是觉得如果自己不
努力学习，就对不住妈妈的付
出。”梁嘉琪表示，“有时候晚上
夜自习下课，妈妈就会问我最
近成绩怎么样，我就觉得让她
失望了，因为成绩并没有提高
很多。”

徐晓丹成绩一般，即使母亲
过来陪读，也没有大幅度提升。有
时候，看着母亲为了给自己做饭，
赶上班的路程远了不止一倍，也
会内疚。

母亲似乎也看出了这点，反
而开导她，“只要努力就好了，妈
妈陪伴你，不仅是为了你的成绩，
你能健健康康地跨过高考这个门
槛就好”。

徐晓丹最终考上了省内一
所普通的本科大学，没有惊喜
发生。

在她看来，家长陪读并不能
让孩子的成绩有质的提升，“只
是改善了生活，功课方面其实影
响不大。”

选择

临海人小姜今年30岁，曾经
有过5年的被陪读经历。

初中开始，母亲就选择放弃
工作，到他就读的学校食堂上班、
陪读。小姜上高中后，母亲又跟着
从初中食堂辞职，到高中食堂上
班，继续陪读。

那几年，小姜不是跟着母亲
住学校的员工宿舍，就是跟着母
亲一起挤在学校门口狭小的出租
房，没有任何私人空间。

“说实话，我其实是不大愿意
母亲过来陪读的。特别是全身心
投入的，让人感觉压力很大。”在
小姜看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兼顾
好生活和学业，母亲也应该有自
己的生活。

后来，小姜考上了一所重点
大学，母亲十分自豪，觉得是自己
多年陪读的结果。但是他清楚，这
其实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家长陪
读，只能帮孩子解决生活上的一
些事情，想要提升成绩还是看自
己。孩子重视，即使家长不陪同也
会好好学习。当时，我们班也有其
他同学的母亲过来陪读，有些成
绩变差了。”

要不要陪读？小姜认为，应该
尊重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希望
家长过来，那可以。孩子不需要的
话，家长也应该相信他们可以掌
握好自己的人生。”

如果时间可以倒退，苏蕊也
选择不让母亲陪读。“母亲在，给
我的生活是带来了便利。但不得
不说，精神上的压力让人更难以
接受。高三那一整年，我都是在高
压环境下度过的。”她希望其他陪
读家长，在关注孩子生活的同时，
也关心下孩子的心理，不要给他
们过多压力。

陪读，
是减负还是增压？

林 立

我们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一声
“妈妈”击中泪腺的国度，因为儒家
文化对“父亲”形象千百年来的定
型，让妈妈们成为家庭中更细腻、
更亲近的存在。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
每个中国人都熟悉也感同身受的关
于妈妈的温暖诗句。而“陪读妈妈”，
让我感受到的是《游子吟》后两句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看起来，她们每天在陪伴，孩

子们就在身边、眼前。然而陪读的
终点，就是等着孩子们完成高考，
离开身边。她们的针线不再是具体
的活计，她们在织的是无形的衣
服，在孩子晴雨不定时随时更换。
孩子的喜怒哀乐、进步退步，她们
都要及时捕捉、应对。

在学校附近租房，这些妈妈或
全职陪读或半陪读。她们用自己力
所能及的方法，尽可能让孩子读书
不那么辛苦。看到有些妈妈“从小
学陪到高中”，我本能地鼻子一酸、
喉咙一紧。这是多么漫长的付出，

又是如此重复的压力。
非 柔 弱 ，不 能 刚 强 。为 母 则

刚，还有什么比“陪读”这件事更
能显出母亲的“刚”？她们的耐心
不是无限的，但她们就是能持续
输出耐心。对孩子都是一样爱，但
这种陪伴，爸爸们真的做不到。

陪读妈妈们，需要掌握的资讯、
经验，差不多都能开教育讲座。我觉
得陪读妈妈们脑子里都有“雷达”，
能探听到最模糊的资讯。她们又好
像心理医生，可以把陪读时产生的
不好情绪都转化成积极的信号。

环境越是卷，妈妈们越要舒
展。她们甚至可以接受孩子就是平
凡的孩子，只要努力过了就行。

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愿意接受
妈妈的陪读，在这个过程中，也有
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压力。但哪怕
再逆反的孩子，都特别明白，愿意
陪读的妈妈，有着无可取代的亲密
和温暖。

一位陪读妈妈提到，她忘不了
每天清晨载着女儿在黑暗中开车，
天越开越亮。这一幕让人如看电
影，耳边是最好听的轻音乐。

我相信，她的孩子以后也会常
常回忆起这条从黑夜到白天的上
学之路。想到这条路，孩子会安心
地告诉自己，妈妈一直在。

虽然驾驶座上一般都是爸爸，
但家庭这辆车，永远是妈妈在开。

深一度

妈妈一直在

陈 静/绘图

学校附近的电线杆或者立地房门口，醒目的红色租房信息总会吸
引着人。 卢珍珍摄

晚上晚上 99 点前后点前后，，学校门口停满了接送孩子的车辆学校门口停满了接送孩子的车辆。。

在陪读的过程中，有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压力。但哪怕再逆反的孩子，都特别明白，愿意陪读的妈妈，

有着无可取代的亲密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