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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卷”，网上有非常多的阐释。我理

解的内卷，就是内耗。曾经很用力地“卷”过

一棵柠檬树，效果很糟糕。那是去年初冬，商

家送了一棵高杆柠檬，因为是赠品，枝叶都很少，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我给它移了盆，心里想：我要你在我手里郁

郁葱葱。于是手一抖，撒了一大把缓释肥。那

会儿马上就是寒冬了，撒肥料是很不正确的做

法，但是我撒了。因为我等不及到春天，我想要

用最短的时间看见它的变化，我心里的执念，掌

控了我的理智。

这把肥料起到了明显的作用，那棵看起来

生气全无的柠檬树，在 12月忽然焕发出诡异的

生机，它在寒冷的冬天开出了满树繁花，然后，

无数个小柠檬冒了出来——它有强烈的想要结

果的欲望，但是，天气实在太冷了，那批果子

被活活憋了回去，花落后，叶子也在寒风里一片

接一片掉落。

我在不正确的时间里，用肥料“鸡”它“卷”它，

不但没有帮助到它，反而极大地损耗了它的元气，

透支了它的潜能，它要恢复到一棵正常的柠檬

树的活力，估计还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教训。

幸亏，我施予的对象是一棵树，不是女儿

桔子。

作为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家长，经常有人

或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是否给桔

子报了文化课？我的回答是：现阶段没有。三年

级时曾经给她上过一个多学期的奥数课，老师

姓马，是长沙奥数界非常好的老师，而且离我

家只有一路之隔，近得让无数人羡慕，这么好

的学奥数的条件，可桔子对奥数没有什么兴趣，

每次的奥数作业都要拖到上课前一个晚上才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天的练舞时间，她

都表现得无比积极，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在跳舞，

这种情况下奥数课就停了。

去年暑假，我请小侄女雅雅给桔子辅导英

语，因为当时要考上戏附中，它们的英语是牛

津版教材，难度比较大，自学短时间掌握不了。

上戏没戏之后，这个英语课也停摆了。

不上任何文化补习班的好处是，桔子有时间

做她喜欢的事情——跳舞，也有时间出去散步、

跟小伙伴玩耍，另外一个好处是，她上课比较

专注，副课也上得津津有味。最近这一年，因

为考学需要，她时有请假，耽误的课程，都由

她自学补上，目前没有看到有掉队的迹象。

这个学期他们班搞过一次英语学科竞赛，

要求学生准备一段英语演讲，题目是《我喜欢的

……》，桔子准备的是《我喜欢的舞蹈》，她自己

写了文稿，用软件翻译成英文，很多单词没学过

不会读，就通过翻译软件现学，整整一页英文

稿子，她利用跳舞趴胯的时间学流利了——那

会儿正要考某个学校，时间精力有限，我让她

差不多得了，但是她精益求精，还找到好几段视

频，还让她爸爸帮忙做了PPT。

那天的演讲据说比较成功，大多数孩子一

两分钟就结束了，她讲了五六分钟，到最后同学

们还兴致勃勃地问：“还有吗还有吗？”这次学

科竞赛迅速增进了她对英语学科的兴趣，最近

我发现她在看六年级上册的牛津英语教材，这

娃已经打开自学模式了。

像我这样无为而治，她的成绩要进入班级

前几名是不太可能的，他们班前几名基本上都提

前一年把现在的内容学过了，上课变成了复习。

但是她的学习效率我认为还是可以的，目前对学

习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不管舞蹈还是功课都全

程自我驱动，根据她现在的状态，预计未来厌

学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家庭教育“卷”还是“不卷”，我的态度是：

不卷。

不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父母的期望值不会盲目虚高。搞赢隔壁家的

王小军，碾压同事家的张小兰，考试只能在前

三名，考大学必须985 和 211……这类奇葩的育

儿观不会进入我的脑子。

我的孩子只是一个孩子，她不是我炫耀

的工具，她有她的命运和道路，我会容许和

保护她在漫长的时间里缓慢生长，帮助和引

导她在无垠的世界里寻找自我探索个性，而

不是推着她催着她让她在无数整齐划一的竞

争中耗费精力迷失自我。家庭能够更长时间

地保持平静和平和。

有些家庭为了孩子的成绩，整天母吼父揍，

永无宁日。还有的家庭几代人就围着一个孩子

的成绩转，孩子考得好就眉开眼笑，孩子考砸

了就愁眉苦脸。这些家庭的孩子非常可怜，他

们背负着太多的压力，光是应付家人的期望就

已经身心俱疲，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干别的。

鸡血和激素只能在短时间内带来一过式的虚

假繁荣。正常的健康的土壤才是养育的根基。

为什么到了中学有一批孩子厌学？因为内驱力不

够。为什么不够？因为从小到大外驱力使用过多。

那些能在学业和事业上胜出的孩子，都得益于

他们强大的内驱力。而那些从幼儿时期就逼迫

孩子学这学那的家长，到最后可能会发现，这么

多年“鸡娃”效果不佳。

让想“卷”的人都“卷”去吧，做安安静静

的父母，把多余的精力去发展事业经营生活，让

孩子按照他的节奏自由生长。

# 男孩进女更衣室引发热议 #

孩子真的什么都不懂吗？

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

吗？家长绞尽脑汁

想让孩子听话、懂

事，希望他成为自

己心目中“完美”

的孩子，但有的时

候并不如愿。父母

之爱子，则为之计

深远。为什么我们

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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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热点亲子教育话

题，特邀亲子专家

细致剖析孩子的成

长问题，缓解育儿

焦虑，助你用智慧

和爱陪伴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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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据媒体报道，有微博网友爆料：某地一

游泳馆更衣室里，每天都有女性带儿子进来，都是长得

牛高马大的十多岁大男孩，而且不止一个！这些男孩子

还和女性一起洗澡。这名微博博主还称，洗澡被男孩偷

看，结果工作人员说小男孩还小，管不了，并遭遇男孩

妈妈反呛：“孩子又看不懂的，就你金贵怕看！”

随后，“游泳馆更衣室每天都有女性带儿子进来”

的话题登上热搜，引来众多网友热议。

6 月 14 日，该游泳馆回应称，目前已有严格规定，

异性不能进入更衣室。工作人员还称，此前劝阻时，有

家长会因此与工作人员发生争吵。男童进入女性私密场

所的现象并不鲜见，常被人提起，但久久未能得到解决，

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 ?

我想一些家长把男孩带入女更衣

室或女厕所应该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但当这样的行为引起了别人的反感，

导致孩子被指责批评时，家长们如果

以“孩子还小、还不懂”为理由去反

驳，甚至，出于维护孩子的心态而与

别人争吵，那这样的做法就非常不理

智了。除了强化孩子这一段记忆之外，

还可能给孩子一个“他没做错”的意

识，这对孩子形成正确的性意识和性

道德是不利的。

孩子在三至四岁时，就已经开

始有了性别观念，三至六岁，更是

孩子性别角色确认的关键期。在这

时，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建立性别观

念。而带着男孩进入女更衣室，是

无视性别差异、模糊性别意识的行

为，不仅不利于孩子性别意识的建

构，反而容易影响男孩心理的正常发

育，更不利于他们独立人格的成型。

如果孩子在一种性别模糊的生活环

境下成长，极易导致成人后引发性

心理障碍等问题。

我的建议是，在带孩子使用公

共私密空间时，父母角色都不可缺

位——父亲带男孩、母亲带女孩，

这样对孩子从小树立性别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都是很好的启迪和教育。

如果实在条件不允许，对于大一点、

能自己上洗手间的孩子，父母可以

送至门口让他一个人进去。看护好

孩子，是家长的核心需要，但保护

身体隐私，在私密空间免于恐惧、

免于羞耻，也是个人不可让渡的诉

求。为了前者的便利，就要牺牲后

者的权益，这不公平。

此外，社会对此也应有共识。关

于带孩子进入男女卫生间的问题，曾

有人提出设置第三卫生间、家庭卫

生间来解决问题，目前也已有不少大

商场设置，也确实方便了一些家长，但

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依旧有家

长带男童进女卫生间。所以，归根到底，

这还是社会缺乏最基本的共识。

另外，相关管理机构对于男童进

女更衣室、女厕所、女澡堂之类的场

所要主动禁止，不能遇到冲突就“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含糊的态度解

决不了问题。只有全社会形成共识，

社会观念才有希望改变。实际上，并

不是孩子没有“性别意识”，而是大

人没有把公共空间的边界当回事。

“孩子什么都不懂”不该是挡箭牌

养孩子，你“内卷”了吗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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