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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肾不好有哪些症状
文/ 陈善亚（湖南省儿童医院肾脏风湿科）  

小孩肾不好，会影响到身体排毒，

并会出现尿频的症状。在正常的情况下，

人们白天平均会排尿 4-6 次，在夜间会

排尿 0-2 次。如果孩子出现了尿频的情

况，就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损伤或感染。

如发生以上情况，还可能会出现排尿疼

痛的现象，这证明疾病已经蔓延到了尿

路。小孩肾不好还可能会导致腰痛，这

是因为输尿管出现问题后，尿路不通导

致的。在出现了腰痛的症状之后，通常

都需要通过药物来治疗。不过在使用药

物的时候，家长们要注意，必须要按照

医生的要求给孩子服药。肾脏属于排出

水分的重要器官，所以孩子的肾脏如果

出现问题，水分无法顺利排出体外，孩

子就会出现身体浮肿的症状。这会让孩

子的体重有所增加，而且在早上起来的

时候，还会伴有眼睛水肿的症状。

小儿腺样体肥大怎么治疗
文 / 刘恋红  (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 

腺样体又叫增殖体或咽扁桃体，它位

于鼻咽顶部，即鼻腔后面、咽的上面一

团淋巴组织。正常情况下，小孩 2至 10

岁是腺样体肥大时期，6 岁时长到最大，

10 岁以后开始萎缩。在儿童时期，由于

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其他的原因使腺

样体慢性发炎，就会增生肥大，这就是

通常所说的小儿腺样体肥大病症。儿童

的腺样体肥大，首先可以采取保守治疗，

患者在急性期可口服消炎药，同时鼻腔

使用辅舒良鼻喷雾剂局部外用，或者是

用布地奈德雾化吸入，以减轻腺样体的

充血以及水肿，一般情况下用药后可缓

解鼻塞症状。如果保守治疗无效，患者

鼻塞加重或出现打鼾的症状，则必须要

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可以行腺样体刮除

术，手术需要住院全身麻醉，大约术后

一周可痊愈出院。

孩子智力低下有何表现
文 / 康庆云   ( 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   

1.智力障碍的儿童比正常儿童运动发

育明显迟缓，俯卧抬头、坐、站、走等

动作的起始年龄都比正常同龄儿童要晚。

2.正常婴儿出生后不久，会对环境中的人、

事开始感兴趣。可是智力落后儿童却对

环境漠不关心，1至 2 个月时还不会与成

人用眼睛对视，逗他时也不笑。3. 和过

于安静的儿童相反，多动也是某些智力

落后儿童的一个特点。许多智力落后儿

童不能安静地呆一会儿，无时无刻不在

活动，特别明显地表现在 4~5 岁的儿童

身上。这种多动与正常儿童的活泼、淘

气不同，他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种

不可抑制的兴奋而已，碰到什么就摸什

么，即便碰倒了椅子和凳子，也不会扶

起来。4. 视力和听力缺陷或严重的视听

缺陷，如深度近视、远视、散光、全聋、

弱听等，对智力也有很大影响。5. 注意

力不集中。智力落后儿童的注意力很不

集中，他们比正常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

明显更短。

“他国的教育”，给我们哪些启发

纪录片的第一集就来到邻国日本。

日本的幼儿园有很多巧妙的设计和心思藏在

里面。一个好好的自动门，设计成不能自动紧闭，

是为了提醒孩子关门时一定要确定把门关好，不

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以此来锻炼孩子从小养成做

事细心、负责任的好习惯；活动的草坪被设计成

有小丘小坡，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然的、不

完美的空间，让孩子在玩闹中保持思考：时刻注

意身边的环境，注意障碍物或不便之处；爬竹竿、

玩泥巴、大声诵读……老师们会鼓励孩子们去做

一些挑战自己能力的事情，用这样的方式帮助孩

子突破自我界限，不断成长；午餐时间老师突然

假装要吃孩子们的“霸王餐”，这是教孩子既要学

会分享，也要对属于自己的物品有权属意识。

从生活习惯开始就时刻保持细致严谨的态度、

处处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给他人制造麻烦，是日本

社会秉持的社会理念。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幼

儿园与其说在教育，不如说是在引导，春风化雨式

的教育方式让人惊叹。

文 / 章清清

近日，一部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冲
上了热搜，在这部豆瓣 9.2 分的 6 集纪录片
中，一位战地记者出身，同时也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周轶君，走访了芬兰、日本、英
国、以色列、印度等五个国家，探寻各个“他
乡”教育的不同，给国内观众带来了极大的
冲击——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

  “他乡的教育”到底有何不同，我们又
是否可移植借鉴？

日本：

从教育到引导，润物细无声

记者妈妈走访芬兰、日本、英国、以色列、印度五国

 纪录片的第二集，周轶君来到了芬兰，一个

被评为“拥有世界上最佳教育体系”的国家。这

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北欧国家，曾在联合国发布

的《世界幸福报告》中，幸福指数排全球第一。

芬兰国土森林覆盖率达到 80%，因此，很多

课堂都是在森林里开设的，让学生亲近、观察

大自然，不仅帮助孩子形成保护自然的观念，而

且通过各种有趣的方式让学生认识观察生态的

多样性。

芬兰的小学教育不强调竞争，四年级之前都

不会有任何类型的测试，也就是说，不会有像包

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那样，对作业进行评分。

芬兰的小学教育强调的是学科和心智并重的理

念，让孩子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

个性化的定制教育是芬兰教育的独特魅力，

老师会根据学生不同的状况来制订教学计划。不

像国内，大家的学习内容、进度、难度几乎一样，

孩子学习能力的高低由此显现。但在芬兰，学校

更侧重考验老师的教学能力，而不是考验学生的

能力。

当然，芬兰人生活在高福利社会中，有独特社

会的环境、文化背景，这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方式和

目的与我们不同。周轶君在节目中也说道，芬兰的

教育模式固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我们要

看到，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更好适应他们当下生

活着的社会。

芬兰：

不强调竞争，个性化定制教育

印度，同样作为人口大国，

这个国家的教育和中国有什么

异同？很多人对印度的印象是人

多、环境混杂。纪录片为观众

介绍了印度一个非常特别的思

维方式，叫“Jugaad”，就是寻

找临时替代方案。印度人特别

擅长在混乱中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法。

印度的教育，是很鼓励学生去

表达，不含褒贬，只是针对某个问

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在国际学校的

课堂，印度学生是想到什么都可以

随时表达出来，就算表述得不完

整、不全面的，孩子也会继续表达，

然后其他同学提起反驳或提出修

改。通过这样来来回回的碰撞和

思考，最终得出一个当下最优的

解决方案。而中国的教育，提倡的

是三思而后行，要全面的思考，在

得出完整的结论之前，不要轻易发

言，不要表态。

在印度的课堂上，老师经常

和学生之间进行问题的思辨。在

他们看来，对某个问题的“讨论”，

是判断这个老师有没有上好一堂

课的标准。如果一堂课，没有学

生发言、回答，这说明并不是一

堂有效果的课。

周轶君最后总结道，“印度

是混乱的，也是多姿多彩的。印

度的教育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令

人称道，而是在混乱与落后中，

总有个体在努力改变，个体之间

相互启发、相互影响，这成就了

社会的动力与希望。”

印度：

特别鼓励学生大胆表达不同想法 

英国的精英教育备受国内

中产阶层家庭的追捧，那么，

英国的精英教育到底优秀在

哪呢？

在英国，周轶君采访了包括

威斯敏斯特公学在内的数所英

国顶尖公学的校长和老师、前

英国私立学校监委会（ISI）总督

察等构成英国精英教育体系的

重要人物，为大众还原了英国

精英教育的真相。

在纪录片里，出现在大家

眼前的第一所英国私校，就是

威斯敏斯特公学。采访背景中，

学校里的孩子们正参与着各式

各样的体育项目，享受学校里

日常的运动时光。

与国内在“夹缝里求生存”

的体育课不同，基本上每所英

国私校，每周都有 20 小时左右

的运动时间，其地位与学术课

平分秋色。

在英国，有超过一半的私

校都建有自己的剧院，很多兴

趣教室都是对全年级学生开放，

很多孩子都能在兴趣教室中找

英国：

精英教育体育为先

到新的事物，做出新的尝试，

也能在彼此身上学到知识。

究竟什么是英国教育的精

髓？周轶君在影片结尾表达了自

己对于英国教育的理解：“英国

精英教育的精华，在于专业课

程之外，广泛的兴趣爱好，在

于让学生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充满好奇的人，做一个体魄强

健、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体。”

五个国家，五种不同的教育

模式，哪种才是“正确”的教育

方式？这部纪录片并没有给出最

后的答案，但这种开放式的寻

找，是周轶君想要探索和传达

的。

“我是一个为自己解困惑的

母亲，与你分享旅程所见所感，

一切没有正确答案，只有相互

启发。”在她看来，这段旅程

的终点正是观众思索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