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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 寄宿生的“自助生活”
晚自习后，6 岁的李妮娜好不容易排

队等到了电话机，但在很久的“嘟、嘟”
声后，电话那头却没有传来妈妈熟悉的声
音。李妮娜忍不住哭了起来。可此刻，寝
室的其他小伙伴没空安慰她，因为大家也
都在急切地等着轮到自己打电话。

与父母的通话之所以如此重要，是
因为孩子们想家了。

6 岁就住进寄宿学校，对孩子来说，
有点残酷。在没有父母呵护的时光里，他
们比同龄人更早地品尝孤独，自己吃、自
己穿、自己学，学习纪律、学习独立、学
习分享，也学着压抑思念……他们就如同
一群守在学校里的特殊“留守儿童”，最
望眼欲穿的，总是周末时才出现在教室外
的爸爸妈妈的身影。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或是为
了应对激烈的竞争，纷纷忙着上班、做生
意，没时间照顾孩子；或是孩子在异地求
学，离家路途遥远；而有的孩子出生于单

亲家庭，部分人可能都没见过父母中的一
方……因为这种种原因，父母们把孩子送
进寄宿制学校，自己则成了“甩手掌柜”，
并且这些“被甩”的孩子，年龄呈现越来
越小的趋势。

尽管“让年幼的孩子去寄宿到底好
不好”的讨论从未停息，但寄宿制学校却
实实在在地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申请寄
宿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长沙市几乎所有具
备寄宿条件的中小学校床位都很紧俏。有
替孩子“抢床位”的家长感慨：一床难求，
竞争激烈，堪比高考。

其实，送孩子寄宿是“迫于无奈”
也好，是为了让孩子独立而“主动出击”
也好，不可否认的是，父母永远是孩子安
全感的来源。如果孩子因为彷徨、无助而
经常处于负面情绪当中，那就如同杯子里
装满了变质的牛奶，根本没有空间再装新
鲜的东西。这样的寄宿，该让年幼的孩子
情何以堪？

就寝前，调皮的孩子站在上铺的床沿
上模仿体操运动员走平衡木，十分危险。

下课后，正在吃着饭的小胖突然站起来，给了刚刚向他扔骨头的同学一个回击——将饭盆扣
在了同学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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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孩子与父母的联系依靠着一根小小的电话线。
李妮娜给家人打电话没能打通，想家的她委屈得哭了起来。

王禹淞的妈妈来学校看望感冒的他。生病了便能见到
妈妈，王禹淞的病反倒让其他小伙伴羡慕。

孩子年纪太小，洗澡仍需协助。此刻，
学校的生活老师更像是孩子们共同的“妈妈”。

熄灯前，小姑娘们仍在排着队打电话，丁圣洁哭着要妈妈来接她，同学们催她挂电话，她用手紧紧捂着电话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