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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4岁女童独自坐地铁回家的背后

当天，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走进了小茉莉家，一进门仿佛进

入了一个小型的体能馆。客厅里

并没有摆放电视，几乎全是各

类攀爬架，还有一整面攀岩墙，

小茉莉正和一个 2 岁左右的小

朋友在体能设备上玩耍。

小茉莉的母亲胡宇介绍，网

上 那段视频，实际上是 9 月底

拍摄的。“她爸爸从小就记录她

的成长，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塞满

了三十多个硬盘，回看的时候发

现这一次的‘探险’很有意思，

就在最近剪辑后发了出来。”

胡宇回忆，当天吴盛城像往

常一样去接小茉莉放学，“到了

幼儿园就跟她说，爸爸骑车回去，

让她自己坐地铁回去”。担心女

儿身高不够无法自行购票，吴盛

城还给女儿带上了小板凳方便其

购票。

买票、查看线路、到站下车、

步行回家……小茉莉的每一步都

十分准确，胡宇将视频发到网

上后，有网友评论道 ：“她居然

一直没把凳子弄丢，单凭这一点

都已经好棒了。”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认为这

种做法太冒险，4 岁的年纪毕竟

太小，即便父亲跟在后面，孩子

单独乘地铁的风险系数也过高。

更有网友质疑，父母是不是为了

流量而故意拍摄这样的视频。

“我们拍视频，主要是为了

让她以后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经

历。在发这个视频之前，我们也

拍了很多视频并发布在网络平

台。”对此，吴盛城回应道，“我

们没有任何博流量和炒作的想

法。用视频记录孩子成长点滴的

做法，我们也坚持了三年。”

至于安全问题，吴盛城表示，

这一次让小茉莉独自回家，他和

妻子准备了很久。早在孩子两岁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给小茉莉讲

各种交通安全知识，

教她认识红绿

灯，怎么过

马 路， 如

何 紧 急

避 险

等。 在

小 茉 莉

三 岁 的

时候，他

和妻子开始

给小茉莉看各

种道路安全教育视

频，并教她如何买票、过闸、认

识站点，还让她独立参与其中的

部分过程。

“那天我一直都跟在小茉莉

后面，坐同一趟车，她一直都在

我的视线所及的地方，其实也

不能算她独自坐地铁，只能说从

她的视角来看，她是独自坐车。”

吴盛城说。

对 于 为 什 么 让 小 茉

莉买票的质疑，吴盛

城 表 示， 一 方 面，

孩 子 不 买 票 就 得

跟着大人或者走

绿 色 通 道 进 去 ;

另一方面，也是

为 了 给 孩 子 一 个

仪 式 感。“ 就 像 有

些人说的，给她办个

卡，但是这样就没有自

己去买票那么好玩。”吴盛城

说，他们觉得，相比家长时时

刻刻的保护，让孩子学会自我

保护更有意义。“在我们看来，

这不是一个冒险，完全是在她

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章

清清）11 月 20 日是世界儿童日，

今 年的主 题是“倾听每 个心声 

点亮儿童未来”。11 月 16 日，长

沙市妇联联合相关部门、单位举

行长沙市 2024 年世界儿童日主

题活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

华代表桑爱玲通过视频为长沙

的孩子们送上节日问候，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杨长江、市政协副

主席刘志红出席活动。当日，长

沙市 2024 年世界儿童日主题活

动启动。活动为荣获优秀儿童观

察员的代表颁发证书，发布长沙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宣传片、长沙

儿童友好活动内容。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一座

城市对“小主人”的承诺，更是

一种现代城市文明的理念。”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彭娟在致

辞中表示，2024 年长沙“11·20”

世界儿童日主题活动旨在进一步

传播儿童友好理念，唤起社会

各界倾听儿童呼声、关心儿童健

康、关注儿童权利，助推长沙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让儿童友好，

长沙更美好。

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湖南省人民医

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和长沙爱尔眼科医院的医务工

作者在市妇联一楼组织开展长沙

儿童健康义诊活动。

据悉，除在市妇联举办的主

场活动外，长沙还将在主要街区

的户外大屏点亮象征儿童友好的

蓝色灯光及标语，为世界各地儿

童送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这

是长沙连续第 8 年响应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发起的“点亮儿童未

来”倡议。

此外，市教育局将在天心区

仰天湖桂花坪小学举行 2024 年

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学校经验交流

会，市妇联将走进长沙市儿童福

利院开展手工涂绘创意点亮活

动，湖南湘江新区白箬铺镇将开

展长沙儿童友好社区城乡共建主

题研讨会暨白箬铺儿童友好美

育体验活动等。

儿童友好大礼包来了！长沙启动 2024 年世界儿童日主题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韩潇

 手上拿着小板凳，胸前挂着全景相机，全程自己买票、坐车、刷卡……近日，一则“长
沙 4 岁女童独自坐地铁回家”的视频火了，既有人点赞，也引来了争议：“要是发生了意
外怎么办”“这是不是炒作？”……

女孩昵称叫“小茉莉”，视频由她的母亲胡宇发布。11 月 1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与小茉莉的父母取得联系。小茉莉的父亲吴盛城表示，当天自己一直在女儿身后悄悄跟着，
并且该行为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为了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

其实 4 岁的小茉莉远不止

能独自搭地铁回家这么简单，

在吴盛城发布的女儿成长视频

可以看到，她 2 岁就穿着纸尿

裤玩滑板，3 岁在爸爸的照护

下能骑着自行车完成各种障碍

骑行，包括从很高的台阶下骑

下来，吊环、攀岩更是不在话下。

妈妈胡宇说，她怀孕 6 个月

时，被诊断出地中海贫血症，“当

时就了解到可能会遗传给小孩。”

小茉莉出生后，胡宇发现

她的精神一直不是很好，在她

1 岁半时也被诊断患有基因性地

中海贫血，“其实和正常小孩也

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精力不是

很好”。胡宇说，而丈夫吴盛城

是一个十分热爱运动的人，在

孩子还没出生前，他便计划着

将孩子培养成自己的运动搭子，

“后来小朋友被诊断出这个病

后，就结合她自己的身体条件，

在运动种类上做了很多调整。”

除 了 培 养 小 茉 莉 爱 运 动，

吴盛城和妻子还注重培养她的

独立能力。从 2 岁开始，吴盛

城让小茉莉学习自己去小卖部

买零食，“我们会教她基本的用

钱常识，如何准确找到小卖部，

以及如何独立安全行走。一开

始孩子会遇到困难，我们会让

她独自面对，然后回来一起复

盘，并教给她更多的生活技能。”

卖废品、买早餐、拿快递、

过马路……在吴盛城胡宇夫妇

的引导下，小茉莉学会的生活

技能越来越多，也变得越来越

独立。夫妻俩也从一开始的一

起陪伴她，变成了躲到后面悄

悄陪伴她。2023 年，吴盛城的

眼睛受了伤，无法睁开，小茉

莉还化身为吴盛城的向导，全

程带着他走路、坐车，没有摔

过一次跤。

“我们都是先让她独自完成

一个小任务，等她完成之后，

再给她一个难度更高一点的任

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鼓励

她，让她喜欢做这件事。”吴盛

城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

就是让她自由自在地生长，并

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回应争议：只想用视频记录孩子成长

教育方式：2 岁就培养女儿爱运动和独立能力

        资讯 >>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长远。”长沙市西湖小

学心理老师刘雅南表示，

这位父亲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有意训练，从孩子两

岁起就多方锻炼，培养了

孩子一定程度上的动手和

独立能力。他敢于放手让

四岁女孩独自乘坐地铁是

基于长期以来对孩子自主

能力的培养和信任。其次，

他也不是真正让她一个人

乘坐地铁，而是在安全范

围默默保护。可谓用心良

苦。

 “ 比 起 衣 来 伸手，

饭来张口，在温室里长大

的孩子，从小在这样环境

下成长的孩子未来也一定

更具竞争力。”刘雅南说， 

当然，从小培养孩子独立

自主能力，也一定要在确

保孩子绝对安全前提下进

行。如果无法充分保障孩

子安全，切勿随意效仿。

 同时，我们也呼吁

社会给予这样的家庭更

多包容，给予孩子更多关

爱。儿童是花朵，是未来。

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健康

平安，孩子成长的港湾需

要我们共同守护。

孩子独立成长的港湾，
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专家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