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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被举报！家长反应过度？ 亲子宝典

如何判断
孩子鼻子是否通气
文 / 向苑华（湖南省儿童
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1. 新生儿一般在 3 周

内只会用鼻子呼吸，3 周

以后逐渐学会用口呼吸，

发现新生儿张口呼吸，那

是鼻子有先天性疾病。

2. 观察孩子呼吸是否

有声音，正常情况下孩子

呼吸时，鼻子是不会发出

声音的。

3. 观察孩子是否鼻腔

有分泌物流出，是脓性分

泌物，还是血性分泌物，

还是清色的。

4. 观察孩子睡觉时是

否张口呼吸，孩子张口呼

吸是鼻子通气不良的明显

表现。正常状态下，孩子

是闭口呼吸的。

5. 观察孩子是否经常

抠鼻子，如果发现孩子经

常抠鼻子，说明孩子鼻子

出了问题。

6. 观察孩子睡觉是否

打呼噜，孩子睡觉是否打

呼噜也是气道狭窄的表现。

鼻腔为呼吸道的首要门户，

在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中起

着重要作用，观察孩子的

鼻腔通气是否有问题，发

现问题及时就诊，明确诊

断，对症治疗，以免诱发

呼吸道其他疾病。

 

什么是
小儿急性喉炎
文 / 张洁（湖南省儿童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小儿急性喉炎是急性

的喉咙发炎，发病原因包

括物理原因、生物原因和

化学原因，具体如下：1

物理原因：包括冷空气、

热空气，像火灾现场，较

多为热空气引起的喉炎；2

化学因素：如有害的气体，

包括氯气、氨气、芥子气，

都会对呼吸道有损伤作用；

3生物因素：包括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支原体、衣原

体感染，这些原因都会引

起急性喉炎。急性喉炎表

现为喉咙的红、肿、热、疼、

功能障碍这些症状，甚至

是声音嘶哑，严重者会引

起咳嗽、咳痰、呼吸困难。

急性喉炎的预防最常见的

方法是预防感冒，多喝开

水，休息好。雾霾天尽量

少出去活动，尽量戴口罩，

遇到火灾这些现场戴防护

口罩，如果没有防护口罩，

要用湿毛巾来规避呼吸道

吸入气体对喉咙的损伤，

预防喉炎的发生。

《水浒传》是否应该从中小学生的

课文中删除？此事引发不少网友的讨

论。有网友认为名著里有很多精华，应

该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拥抱这个世

界。

@Cruz 的爸爸：看了这么多年的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路边上的杨柳被

拔了？景阳冈武松打虎，真的有人去

打老虎了？什么是毒害？

@ 朔 _ 泊：照这样说红楼太多情

情爱爱，三国和西游太多打打杀杀，

都不适合看了。

@ 黄泥寨煮：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要学会读书！祖国的名

著里好多精华。

也有网友表示应该辩证看待，吸取

精华，去其糟粕。

QQ：打打杀杀的情节对于一些低

龄孩子也许有些影响，但家长可以做

好引导。

平平：《水浒传》有“毒”？但玫

瑰有刺啊，《水浒传》的“毒”和玫瑰

花的刺没有可比性，但如何辩证看待

事物二者却如出一辙。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这些耳熟能详的剧情都来自于《水浒传》，对
于不少人而言，课本里带插图的《水浒传》文章节选是难忘的童年回忆。然而近日，有网民留言认为《水浒传》
相关内容毒害青少年，应该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清除出去。对此，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作出了答复。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也采访了省内多位家庭教育领域专家，专家表示，孩子不能生活在真空中，家长大可不必反
应过度。

实际上，对于一些文学著作和影视作品

是否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的话题，一直是互

联网上争议的热点。之前一篇《“四大名著”

适合孩子阅读吗？》的文章也引发过热议。这

篇文章认为，《水浒传》 是打家劫舍，落草为

寇，占山为王；《三国演义》充斥了阴谋诡计，

权术心机；《西游记》随处可见“修持”“菩提”“元

神”“禅心”等字样，不适合孩子阅读；认为《红

楼梦》“色”“空”“幻”“灭”的主题对于孩

子来说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还

包括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之前引发过

争议的曹文轩作品被指“低俗”等。对此，每

次必然有观点与之辩论。

名家名作屡遭“举报”，究竟是家长太焦

虑，还是过度反应呢？

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南师

范大学副教授陈云凡表示，“既有社会环境确

实存在某些不良作品的现象，也有家长过度

反应的因素。家长的反应可以从两方面解读：

一方面是家长参与度提高了；另一方面是由于

部分家长对于教育的价值理解可能不透，以

致有些想法容易片面。”他认为，有些家长存

在“唯成绩论”的思想，什么都是以成绩为导

向，只有要考试的才有用，其他的都是没有

用的；还有些家长对于文学的理解有误，以为

打杀就是暴力，纯美文学就是好的。实际上，

对我国古代名著学习，要站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去理解，并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批判。

长沙碧桂园小学资深语文老师郭红鑫也

表示，“孩子不能活在真空中，应该让学生理

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他

说，我们教名著选篇，是为了学习它的写作方

法、解读它的思想深意，从而教会孩子何为美

与光明、何为丑与黑暗，如何正确面对生活中

的挫折与艰辛，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水浒传》

把孩子教坏。

禁止学校推荐《水浒传》做课外读物举报

据报道，近日有网民在浙江省政府

网站留言建议：在电视剧栏目看《水

浒》，感到震惊，虽然电视剧已对原本

做了很多修改，删除了不合逻辑的情

节，但由于电视剧与《水浒传》原书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会导致很多

人去看原书，客观上导致这本毒小说

害更多人。

该网民还罗列几大“罪状”：“此书

恶毒污蔑丑化女性”“情节极其不合逻

辑”“无原则歌颂滥杀无辜”“古代把

它列入禁书是有道理的”。该网民认为，

“文笔好的小说多的是，建议禁止任何

学校向学生推荐《水浒传》做课外读

物”。

对此，2 月 8 日，浙江省教育厅教

研室通过上述浙江省政府网站“浙江

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回复：“教材编

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关乎国家下

一代接班人的培养，关乎国家的前途

与命运，作为教材的编写者绝对不会

草率为之，肯定是经过好几番讨论研

究才能确定，而且教材的审定也是要

一关一关慎重审查的。”

随后，对于《水浒传》内容能被选

入教材，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认为主

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

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文学价值

巨大。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

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

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传》是批判性阅读的

好载体。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

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传》

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堵不如疏，疏不

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

第三，《水浒传》蕴含着丰富的教

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

教学中，教师会引导学生读故事、读

人物、读社会、读人性，对“庙堂失

序与江湖理想”等专题探究，学生带

着这些思辨性的专题，在教师的引导

下去开展深度阅读，不仅能够进入文

本深处，也能培养他们的个性阅读、

独立思考的能力。

《水浒传》有毒？但玫瑰也有刺网友

家长大可不必过度反应专家

《水浒传》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