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
重要的不是孩子经历了什么，而是孩子在经历中懂得了什么

孩子并非生活在“童话世界”，
让孩子了解真实的生活有意义

@ 一点意见：有点血腥，但也

不能保证孩子们一直生活在童话的

世界里，跟家长说清楚，让监护人

作决定挺好。说实话，即便是幼儿

园不组织去看，一部分家长还带着

孩子回去看杀年猪呢！普通事物普

通看，平常心吧。

@ 少波：真是少见多怪！我们小

时候还特意赶去看杀猪呢！后来上学

了，学习生物时就想起小时候看到的

猪的结构，对学习还是有帮助的。

@ 郭振：倘若连向儿童展示猪器

官都血腥，现场杀鸡杀鱼的菜市场岂

不更血腥？难道要禁止儿童进入菜市

场吗？教育不是让孩子不食人间烟火，

蒙蔽孩子双眼对孩子毫无益处。不能

以孩子年龄小的借口阻止孩子了解我

们所处的世界。

@ 第六人：“杀猪”并非宰杀活猪，

而是解剖一头已经死掉的猪，“血腥暴

力指数”不高。不过，最终观感如何，

取决于孩子自身。作为教育方，若保

证类似演示教育活动是基于自愿参与

原则，且孩子们一旦中途感到不适可

随时退出，那么便无妨吧。

@ 天上人间：其实没必要上纲

上线，围观杀年猪能让孩子们了解

当地的年俗，同时老师还向学生介

绍了动物的生理构造，学习意义还

是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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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亲子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你会带幼儿围观“杀年猪”吗
杀猪宰羊，这些年俗被指血腥——

虽说杀年猪确实是当地的风俗，
但幼儿园的孩子年龄太小，接触
如此血腥的画面会对其成长产生
不利影响。

@ 李兆清：幼儿园孩子太小了。看

到杀猪的场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吓哭。

在开展一项活动之前，也要考虑到接受

群体的心理承受力。很显然，让幼儿看

到那些血腥的画面是残酷的。从促进幼

儿健康、快乐成长的高度来看，这样的

活动是不合时宜的。

@ 姜文来：强烈反对在幼儿面前展

示这种血腥的场面。我有过痛苦的回忆，

我小时候看到过这种血腥的场面，感觉

好害怕，更感觉猪好可怜，一条活生生

的生命就死在屠夫手中，心中对他们充

满了恨意，这个场面现在都很清晰。在

孩子的眼中，猪是可爱的动物，在他们

面前剥夺可爱的动物生命是一种很残忍

的事情。

@ 余思：抵制血腥与屠杀，本就是

一个文明社会的共识。我们或许每天都

在吃动物的肉，但是拒绝将屠杀公之于

众，却是最基本的人性使然。

@ 平四：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很容易

模仿大人的行为吧，幼儿园有没有告诉小

朋友不要模仿，如果孩子自己拿刀杀小动

物呢？别的先不提，孩子学着拿刀危不危

险？你说的年俗和长知识，不一定要在这

么小、还不能自己分辨什么是对错的年纪

教给他们吧？另外说对以后学习生物有帮

助，这是个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吗？

反方正方

日前，湖北一幼儿园组织全园孩子现场看杀年
猪，老师手拿内脏讲解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过年，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杀猪宰羊是年庆
的盛况之一，常常吸引大人小孩驻足围观。春节带
着孩子回家，当碰到这样喜庆又“血腥”的场面时，
你会带孩子避开，还是引导孩子观看？

春节期间，记者也在今日女报头条号、凤网、
辣妈联萌微信群等平台发起了调查：“让孩子看杀
猪宰羊的场景，有必要吗？会不会给孩子留下心理
阴影？”

你还别说，家长们一下子就来了兴趣，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数据
64%网友支持围观杀年猪，36%网友则反对

文 / 李秀龙（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二
科主管护师）

春节来了，家家户户庆团圆、热热闹闹，

好不开心，但春节结束，热闹之后，我们

该仔细观察宝宝是不是被“春节呼吸病”

缠身？春节，招亲待友吃喝，家里难免满

是油烟味，食用油和食物热裂解会产生大

量的促癌有害性挥发物质，包括烷烃、烯烃，

甚至丙烯醛等，强烈刺激鼻、眼、咽喉黏

膜，长期吸入可引起鼻炎、咽喉炎、气管

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春节聚会抽烟喝酒是

常事，临床发现，被动吸烟儿童患感冒、

肺炎、支气管炎哮喘的风险均高于无被动

吸烟的儿童。另外，烟花爆竹对空气也有

影响，给宝宝呼吸带来麻烦。加上冬季雾

霾空气污染随时潜伏、亲朋好友送的新衣

服、新玩具上甲醛超标风险，还有复杂的

人员流动带来的细菌病毒大爆发危机……

所以，在春节之后，该好好观察宝宝，是

不是患上“春节呼吸病”了。

图片新闻 >>

新年吉祥，放飞梦想
2月17日，怀化市通道侗族

自治县双江镇民族广场的孩子

们在兴高采烈地放风筝。正在

欢度春节假期的市民们，迎着

初春的风和日丽，带着孩子们

在广场上放风筝，让孩子们童

心飞翔，放飞梦想。

亲子宝典 >>

宝宝警惕“春节呼吸病”

郭平（中南大学心理学博士，亲子
教育专家）：无论是“小时候看了杀猪，

吓死了”，还是“小时候看了杀猪，没事”，

这些故事类的个案，不可能说服对方。

无论是“孩子没那么脆弱”，还是“孩

子应该成熟点，再知道真相”的论

断，都是成年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给孩子下的判断。实际上，有心

理学家指出，对于孩子来说，

重要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

而是它在经历中得到了什么

样的结论。孩子涉世未深，

如果家长引导得当，看了杀猪，他也不会

留下阴影；如果家长引导不当，一些小挫

折，也会让他终身难忘。

但需要注意的是，要不要让孩子围观

这样的“血腥”场景，选择权也要交给

孩子。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即使家长觉得自己能为孩子答

疑解惑，但有的孩子依然不愿

意 看见血，看见动物尸体就

觉得害怕。一旦孩子不愿意

再看，家长应该随时准备带孩

子离开。

64%支持围观

摄影 / 尹序平

那么，对于幼儿来说，杀年猪算不算

血腥？有家长会特意带幼儿围观杀猪宰羊的

场景吗？这样的场景会不会给孩子留下心理

阴影呢？

2 月12日开始，记者带着这些疑问，

制图 /雨梦潘潘

反对围观

36%

在今日女报头条号、凤网、辣妈联萌微信

群等地方发起调查，共计320人参与了本次

调查，其中64%网友投票表示不会让孩子

过年特意避开杀猪宰羊场景，但也有 36%

的网友投了反对票。

有意思的是，五成以上的家长认为杀年

猪对于幼儿来说，过于血腥，但“不会给

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为了增加说服力，网友们纷纷现身说法。

反对孩子看杀猪的，大谈自己看杀猪的

童年阴影，小时候如何对小动物杀心重，不

懂得爱护动物；支持孩子看杀猪的，则根

本不吃这一套——“我和小伙伴们从小看

杀猪杀鸡，也没见谁受到伤害，也很爱小

动物。”总之，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