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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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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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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双 11”刚刚落幕，“网红”李佳琦和薇娅又双双

创造了销售奇迹。直播经济作为新时代网络发展下的

一种产物，大小主播们为圈流量、博打赏，可谓“各显

神通”。“网红”们名利双收又光鲜亮丽，成为了不少孩

子心目中的偶像。

近日，知乎上一位妈妈求助，读初中的女儿，成绩

不太好，一门心思钻研怎么拍视频上热搜，扬言想当“网

红”。这位妈妈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

其实，有这种想法的孩子不在少数。据中国社科

院发布的《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

报告（2020）》显示，当代未成年人未来想从事的职业中，

明星、游戏玩家、网红等排名相当靠前，超过了科学家、

医生和工程师。而社交平台上，未成年网红也不少见。

那么，孩子想当“网红”有错吗？

孩子们的志向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对于“长大后想做什么”这个问题，50

年前答案可能是“工人、农民”，30 年前

可能是“科学家、工程师”……时代在

发展，职业理想也随之变化。在职业选

择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网红”作为其中

一种，原本无可非议。

但目前的问题是，在这个职业中，

既有职业道德、能传递社会价值的“网

红”，也有靠哗众取宠，靠秀颜值、秀身材，

或推手操纵的“网红”。家长们真正担忧

的，恐怕是通过“歪门邪道”而一夜成

名的扭曲价值观对孩子的渗透。

当孩子说想当“网红”时，家长千万

不要急着去否定或反对。无论如何，孩

子的梦想应该得到尊重、得到倾听。毕竟，

在每一个关于自身未来的想象中，都包

含着孩子们独特的兴趣与热情。与其简

单地否定和反对，倒不如来一场深入的

交流与沟通。

家长不妨跟孩子一起研究一下“网红”

为什么能红，这不仅能拉近和孩子之间

的关系，也是潜移默化地对孩子进行职

业精神的教育。“网红”作为一种职业也

和其他职业一样需要学习、累积和付出。

一年365天，李佳琦直播的天数高

达389 场。忙碌的时候，他一天连续工

作长达十几个小时；李子柒一条视频要

拍上好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还要

不断地拜师学艺和勤学苦练。家长可以

引导孩子看看所有光鲜亮丽的背后，都

有不为人知的艰辛困苦。努力是任何职

业取得成功的必备要素。

家长还不妨跟孩子分析一下什么

样的人才能成为长久不衰的“网红”。

那些仅靠颜值或哗众取宠获得流量的

“网红”是不是有长久的生命力？如果

想当专业的内涵“网红”，是不是就

必须要有专业、有货真价实的内容才

能吸引得了粉丝？那么，从现在开始，

是不是就要先好好学习，然后培养自

己的兴趣爱好，再进行深入地钻研？

是不是只有够有“料”，将来才有机会

在众人面前秀一秀？这样探讨式的交

流，我想孩子会乐于打开心扉沟通的。

有些孩子想当“网红”背后还有一些

其他的心理需求。比如，也许是因为爱美，

也许是求关注，甚至是觉得可以轻松赚

钱不用高考上大学。 

实际上，孩子的梦想往往并不可怕，

让人担心的反而是大人的激烈反应。想

当“网红”可能只是孩子表达心声的一种

方式，听不出弦外之音，就无法“对症下

药”。与其说教劝阻，不如一起走近真相，

要知道，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切分歧同

时也是彼此沟通和理解的机会。

想当“网红”没错，家长回答有讲究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 好好读书，还是当网红 #

孩子想当“网红”，家长该支持吗

宝宝不停挠耳朵，当心进了异物
文 / 曹玉林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小宝宝身体不舒服时，会通过哭闹

或一些肢体动作表达出来，也会尝试自

己动手解决一下。当宝宝不停地挠耳朵

时，就要当心是不是有异物进入。宝宝

天性好动，玩耍时可能会将一些小物件

塞进耳朵；户外玩耍时，偶尔也可能有

小虫钻进耳朵。细小异物入耳会让宝宝

感到耳部不适，异物较大时，不仅会引

起耳部疼痛，还可造成耳道感染，甚至

影响听力。因此，如果宝宝的耳朵里面

有异物，孩子比较小不懂得配合，家长

不要随意给孩子掏耳朵。一不注意，很

有可能会导致耳道黏膜破溃，甚至会出

现鼓膜穿孔。最好带着孩子到医院耳鼻

喉科进行检查，医生会根据异物的大小、

具体的位置采取合适的方法取出。

 

宝宝腮腺炎能吃什么
文 / 陈钰 ( 湖南省儿童医院疑难综合病房 )  

小儿腮腺炎宜吃流质或半流质的食

物，也可吃带有消炎作用的食物，如绿

豆、丝瓜等。日常要多喝温开水和淡盐水。

1. 饮食宜清淡，咀嚼吞咽的流质。如米

汤、藕粉、桔子水、新鲜的水果汁、蔬

菜汁、西瓜汁、梨汁、甘蔗汁、胡萝卜

汁及牛奶、鸡蛋花汤、豆浆等。这种情

况下，大多数的水果都是可吃的。腮腺

炎患者最宜食用凉性水果和部分温和中

性水果，如香瓜、西瓜、梨、香蕉、苹果、

柚子等，不方便吃也可榨汁喝。不要吃

热性水果如：大枣、山楂、樱桃、石榴、

荔枝、榴莲、木瓜、橘子等。2. 病情好

转尽快改食半流质及软食。但必须细、软、

烂易咀嚼吞咽。3. 可多食香椿头、马齿苋、

芫荽、绿豆、赤豆、丝瓜等，可绞汁服用，

也可外敷。

几点帮助宝宝预防鼻出血
文 / 邓绍阳（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内科） 

1. 多吃含维生素的食物。家长要培养

宝宝不挑食不偏食的饮食习惯，多吃些

蔬菜水果，多吃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更要多喝水，丰富均衡的饮食让宝宝吃

得开心，更远离病症。2. 避免外力外伤。

宝宝对外界的事物总是抱有好奇心，当宝

宝在玩耍时，家长要尽可能避免宝宝受外

力撞击，宝宝走路尚未平稳时，不要让其

独自一人玩耍，以免受伤。3. 培养宝宝良

好习惯。感觉鼻子痒的时候宝宝总会用手

抠鼻孔，家长要告诉宝宝这是不卫生的

行为，很容易导致鼻黏膜受损出血。家长

在日常生活中可时不时科普，让宝宝从小

就养成不抠鼻的良好习惯。4. 注意室内湿

度及良好作息习惯，这也是预防宝宝流鼻

血的重要方面。

1岁宝宝咳嗽吃什么药
文 / 贺曼（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内科）  

一岁宝宝咳嗽要引起重视，及时去医

院检查，排除炎症。秋冬季节，咳嗽很容

易引起呼吸系统炎症。如何消除炎症？在

医嘱下，给宝宝服用小儿止咳化痰口服液、

护彤等药物治疗。另外，可适当吃些润肺

的食物，比如萝卜、梨等。一岁宝宝一般

不适合使用中枢性镇咳药，比如咳必清、

咳美芬等。婴幼儿的呼吸系统发育尚不成

熟，咳嗽反射较差，气道管腔狭窄，血管

丰富，纤毛运动较差，痰液不易排出。如

果一咳嗽便给予较强的止咳药，咳嗽虽

暂时得以停止，但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蠕

动功能受到了抑制，痰液不能顺利排出，

影响呼吸功能。小儿咳嗽适合选用兼有

祛痰、化痰作用的止咳药，糖浆优于片剂。

糖浆服用后附着在咽部黏膜上，可达镇

咳目的。

 

宝宝睡觉打鼾，可能要看扁桃体
文 / 李丽

（湖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如果宝宝睡觉时打鼾的症状十分明

显，且长期打鼾，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

扁桃体肿大导致的。扁桃体肿大是一种

咽扁桃体不正常肿大的疾病，临床中较

为常见。该疾病多发于儿童群体，主要

是儿童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相对低下。

孩子除在睡觉时有打鼾表现，且还有可

能出现张口呼吸、听力下降的一些情况

出现。如果宝宝有这些表现，建议家长

要带孩子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治，一

般是需要就诊耳鼻喉科。日常生活中家

长们要注意防止孩子感冒，多喝水，饮

食清淡，保持口腔清洁，忌辛辣油腻等

刺激性食物。平时生活中早上晚上都用

淡盐水漱口，这样可以很好地预防扁桃

体发炎，除此以外就是要坚持锻炼，提

高身体免疫力。

 

 自闭症能治愈吗
文 / 李庆博（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中心） 

 从目前我们所获得的国内外研究与

临床信息来看，通过“训练”而“治愈”

的自闭症患者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

经过坚持不懈的训练矫治，达到能够

进行生活自理，甚至是独立生活并展

示出良好发展状态的个案是很多的。

有些自闭症患儿在成年后能够将自己

的成长经历写出来，有的正在上大学，

有的从事设计方面的职业，但仍能够

感觉到他们的举止透出典型的自闭症

痕迹，只是这点不再具有将他们与社

会生活隔绝开来的障碍力。当然能够

达到这一程度的患者只是极少数，并

且与他们一直得到良好的训练分不开。 

虽然训练不能让自闭症患儿彻底痊愈，

但训练对于自闭症患者的矫治作用却

是不容忽视的。

  

远近弱视是一回事吗
文 / 刘慧敏 ( 湖南省儿童医院体检中心 ) 

远视和近视并不相同。“近视”这

个名词对我们来说最熟悉不过了。简

单地说，近视就是看近物清楚，看远

物模糊。专业上将它定义为远处物体

经眼球折光后聚焦于视网膜前，而不

是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物像”。那

么，“远视”是否也可以简单推断为看

远物清楚，看近物模糊呢？其实不然。

所谓远视，即远处物体经眼球折光后

聚焦于视网膜后，而在视网膜上形成

模糊的虚像。因此，远视眼患者看远

看近均不清楚。弱视是经专科医生检

查后，未发现眼部异常，戴了眼镜后

的视力仍达不到 0.9 的病症。很多患

有远视、近视或散光的儿童，虽然裸

眼视力较差，但戴镜之后视力可得到

矫正，这就不能称为弱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