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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潮
来
袭
，孩
子
如
何
正
确
穿
衣
？

10岁男孩“因学习班太多离家出走”值得深思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今冬以来，最强寒潮席卷我

国，我国大部地区出现降温天气，

多地气温较常年明显偏低。

突然的大降温，很多家长都担

心孩子着凉，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孩

子裹得严严实实。但是，衣服穿太

多，捂出汗，冷风一吹同样容易着

凉；而且过度保暖，还极有可能让

孩子患上捂热综合征，甚至危及生

命，小编整理了科学实用的孩子穿

衣指南，家长请收好——

过度保暖易捂出病
来

捂热综合征，也许很多家长并

不熟悉，但在寒冷天气里，却经常

见到因过度保暖而捂出问题的宝

宝，尤其是在月龄较小的宝宝中更

是常见。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李增

清主任医师说，婴儿因呼吸、体温

调节中枢尚未健全，对外界的适应

能力还比较差，在捂热过久或过度

保暖时，可使机体因得不到很好地

散热而处于高热状态。

高热状态下宝宝的体温可高

达40 ℃，因温度过高，患儿会出现

大汗淋漓、面色由最初憋得通红到

后面变为苍白，呼吸困难，哭声变

弱，出现口干、尿少、前囟及眼眶凹

陷、皮肤弹性变差等脱水征，严重的甚至还

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而出现频发呕吐、尖

叫、反复抽搐、昏迷等，甚至因呼吸衰竭而死

亡。

天冷时，给孩子穿多少才
合适？

李增清主任医师认为，除体质特别弱

者，如新生儿、营养不良或有先天性心脏病

等基础疾病的患儿外，给孩子穿衣服的厚薄

程度及件数通常与成人大致相同。

孩子穿得够不够暖，很多家长喜欢通过

摸孩子的小手来判断。其实，小儿由于末梢

循环较差，手脚稍凉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穿得

不够。在判断孩子穿得是否合适时，最好摸

一下他们的颈后背，如果颈后背温暖，说明

他们穿的衣服合适；如果颈后背太凉或是很

湿，则需要适当给他们增减衣物。

孩子穿衣遵循“三暖二
凉”原则

“三暖”即“背暖、肚暖、足暖”：

保持孩子的背部温暖可以预防疾病，减

少感冒；

孩子如果腹部受凉的话，会造成脾胃虚

弱，从而引起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腹泻

等；

脚上的神经比较多，还有很多的穴位，

对外部的温度也比较敏感，如不注意保暖容

易引起一些疾病。

“二凉”指的是“头凉、心胸凉”：

儿童经由体表散发的热量，有1/3是由

头部发散，头热容易导致心烦、头晕，就是中

医所说的上火，所以，一定要保证孩子头部

散热；

如果穿着过于厚重臃肿，会压迫到胸

部，影响正常的呼吸与心脏功能，穿着过厚，

还容易造成心烦与内热，所以，要保证孩子

心胸凉爽舒适。

洋葱穿衣法
怎么方便地增减衣物也是有讲究的，洋

葱穿衣法是根据当时的温度，像洋葱一样一

层层加上去或脱下来。

上衣：最里面的是手感柔软，排汗功能

好的内衣，中层穿着用于保暖的针织毛衣、

羊毛衫、马甲之类的，最外层套上一层防风

防水的外套或棉衣。

下身：天冷必备神器秋裤+棉裤/羽绒

裤，特别冷或者特别怕冷的话，还可以在中

间加一条毛线裤。

其他配件：帽子、口罩、围巾、手套之类

的都是看情况给孩子加。

（本文摘自“中国教育报”微信）

12 月 16 日，河北石家庄，10 岁

男孩因父母给他报了太多的学习

班，压力太大离家出走。热心市民、

救援队和派出所民警经过9个多小

时的寒夜搜救，12 月 17 日上午，传

来好消息，孩子已找到，目前正在医

院救治，身体无大碍。（12 月 17 日

《九派新闻》）

从事件的经过来看，男孩选择

“出走”这一极端行为，显然不是一

时冲动，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年

仅10岁的孩子，究竟承受了怎样的

压力，才会选择离开温暖的家，冒着

严寒在外过夜？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对

于每一位家长来说，孩子的教育是

头等大事，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一些家长从幼儿园就开始为

孩子规划好一切，报各种学习班，可

谓是煞费苦心，尤其是看到别人家

孩子表现优秀，自家孩子学习不好，

家长就更加焦虑，想尽各种办法帮

助孩子提升成绩。

可是，有时家长拼命“鸡娃”未

必是好事。表面上看，这是父母的

一分“厚爱”，但事实上，对于孩子来

说，这就是一副“枷锁”。就拿这名

10岁男孩来说，他就是因为学习压

力太大，超过了自己可以承受的极

限，所以才离家出走，宁愿在外边受

冻，都不愿意回家。可见，孩子对于

父母的“厚爱”，根本就“不领情”。

有时候，甚至适得其反，反倒把孩子

逼到离家出走。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

足，家长和老师应该根据孩子的特点

进行有针对性地教育，而不是一刀切

地追求高分。同时，我们也要理解孩

子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孩子关心和

支持。在这次 10 岁男孩出走事件

中，家长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教育方

式，过分追求分数不仅会给孩子带来

巨大的压力，还可能导致他们产生逃

避、厌学等不良情绪。

再则，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今

后的成长发展来说，“报太多学习

班”也是极为不利的一种做法。首

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育。毕竟

孩子还小，过早地参加各种“学习

班”，不但起不到开发大脑的作用，

反而会影响孩子大脑的正常发育。

其次，增加了孩子的负担。有专家

认为，过早地让孩子幼小的心灵承

受这种压力容易导致心理早熟，这

种不合理的早熟会引起孩子心理的

畸形发展。第三，剥夺了孩子的童

趣。俗话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情。对于才10来岁的孩子来说，这

个年龄就是“玩”的年龄，让孩子在

“玩”中懂得尊重、懂得理解、懂得感

恩，这才是孩子童年时光最需要学

习的东西。

幸运的是，这名男孩最终平安

无事地回到了家。但这一事件不应

仅仅被视为个案而忽视。它提醒我

们，每一个“出走”的孩子背后，都可

能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们

应当从中汲取教训，关注儿童的全

面发展，让他们在爱与关怀中健康

成长。

“子涵体”走红的背后——

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想解决问题，，，先要克服先要克服先要克服“““家长欲家长欲家长欲”””
最近，“我家子涵怎么了？”作为一种独特的调侃，在各大网络平台流行起来。网络热梗的诞生，自有其现实土壤。最初，这句话主要用来嘲讽一些过度保护孩

子、沟通无厘头的家长。慢慢地，网友们开始用该句式玩梗造句，“子涵体”一度成为一种模仿家长发言的“发疯文学”，在互联网上“病毒式传播”。
本期，我们邀请到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教师、省级家庭教育重大课题主研成员袁成，与家长们一起透过现象看本质，反思亲子关系、家校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让“子涵”不再被污名化。

爱不是控制
学做“蒲公英式家长”

“我家子涵”的出处是一张幼儿

园家长微信群聊截图，虽然图片来

源的真实性有待确认，但一经发布

便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截图

中，“子涵妈妈”因孩子在幼儿园被

蚊子咬了一口而对老师兴师问罪：

“为什么没咬别的小朋友？”并怒怼

其他家长：“不是咬你家孩子，你肯

定不心疼。”

“爱孩子是家长的天性，也是家

长的职责。爱子之心无可厚非，但

若像‘子涵妈妈’般，大惊小怪地爱

孩子，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袁成

指出，小题大做、爱“上价值”，

是很多家长教育孩

子时的通病，有时

并非孩子做得不对、不好，只是采取

的行动与父母想象中不同，都免不

了被数落一通。此时，“爱你、为你

好、不会害你”便是“控制型家长”的

常用借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沈奕斐曾说：“与孩子相互捆绑，

爱就成了被动语态，家长如果只是

希望用自己认为的正确去影响孩

子，要求他听话、服从自己，那其实

是带着成人的傲慢剥夺了另一个人

自主生存的权利。”

对此，袁成指出，学会放手是家

长找到亲子间“界限感”的必修课。

真正的爱不是倾注而出，而是根据

对方的需要去浇灌、滋养。如何把

握“爱的尺度”？袁成给出了他的建

议：分清孩子成长过程中“何事为

大、何事为小”。品质、习惯、表达、

与人相处等是涉及孩子一生的“大

事”，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等则是

可进可退的“小事”，父母要学会克

制自己的“包办”冲动，放手让孩子

自己决定、调整。

有时，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反

而是父母离不开孩子。今年8月的

一则新闻中，母亲为阻挠孩子去外

地上大学，偷走了女儿的录取通知

书、身份证、户口本等关键证件，这

种无孔不入的控制让女儿拼命想要

逃离家庭，摆脱“溺水般”的窒息感。

为避免这样的现象，上海政法

学院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商建刚建议

家长怀着一种“蒲公英精神”养育孩

子。把孩子看作蒲公英的种子，它

生长发育时离不开母体，父母此时

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强壮，目的是

在它成熟后，离开母体时，可以随风

而行，不管飘向哪里、落在何处，都

有足够的能力生根发芽。

家校沟通有边界
方向一致更重要

对于“子涵体”走红的现象，有

从事幼师行业的网友表示，外行看

乐子，真正的幼儿园教师已经开始

“汗流浃背”了。看来，面对过于强

势的家长，家校之间的沟通也成了

一大难题。

“事件体现出家校共育中的沟

通问题、定位问题、权责问题，透过

‘子涵妈妈’的表现，我们需要对家

校共育进行一次深刻反思。”袁成表

示，沟通是家校共育中的

核心问题，建立良好的沟

通机制是解决家校共育

问题的关键。家长和老

师在沟通时如果信息不

对称，很容易产生误解和

矛盾。在教育孩子的过

程中，双方应明确各自的

角色和责任，避免越界和混淆。家

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应该关注孩子

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情况，为孩子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老师是教育

工作者，应该关注学生的学业表现

和成长过程，为学生提供更适合的

教育服务。家长有权了解孩子的学

习情况和评价结果，而老师也有权

要求家长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

家校共育中，相互信任尤为重

要。家庭和学校是两个不同的教育

场域，家长与教师作为不同的教育主

体应各司其职。“家长遇到问题不必

急于归责，将矛头指向学校，认为孩

子有任何问题都是老师没有教好。”

袁成建议，家长要全面了解事情的前

因后果，客观理性地分析事理，在与

老师的积极沟通中，帮助孩子解决问

题。过度干预，反而让孩子在家长和

老师中间成为被摇摆推搡的对象。

不难看出，“子涵妈妈”式家长

之所以被网友吐槽，多数源于对孩

子过多关注、过多干涉、过多包办，

使得孩子自主选择的空间被压缩、

想法受到限制、能力也无从提升，孩

子是茫然、被动的。“所谓家校双方

尽心共育，并不是双管齐下地监视

孩子。”袁成认为，想让孩子走得更

远，家校方向的一致性对孩子而言

至关重要。家校合力不是家校包

办，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应将

成长权交还到孩子手中，给予孩子

更多尝试、锻炼的机会，不大包大

揽、不越位，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学习生

活中出现的困难和挫折，获得独立

生长空间和选择的权利。

“子涵”火出圈
玩梗应适度

“子涵妈妈”式的家长需反思，作

为旁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地玩梗取

乐，仅仅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消遣

吗？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网友们对

“子涵”的讨论早已不限于教育领域，

出现了“万物皆可‘我们家子涵’”的

通用之势。有博主在小猫睡觉的视

频里，配文“老师，我们家子涵是不是

没有午休？”也有网友吐槽损坏摔裂

的行李箱时“活用子涵”，配文“老师，

我们家子涵怎么裂开了？”

“子涵体”正和“甄嬛体”“元芳

体”“鲁迅体”一样，逐渐成为一个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受到影响的

首当其冲就是真名就叫“子涵”的

人，根据多所高校公布的2023年本

科生新生大数据，“子涵”是一个爆

款名字，这令很多“子涵”深感“躺着

也中枪”，莫名其妙就成了被调侃的

对象，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利用这一

句式作为营销手段和宣传点，使

“子涵”成为一种符号性的商品，

其空洞的娱乐意义消解了背后值得

反思的荒诞。

除了“子涵们”被“子涵体”中

伤，类似的表达方式还会影响我们

正常诉求的表达。有的网友将“我

家子涵”句式归属于“家长文学”，即

模仿家长发言的一种“发疯文学”。

将指责老师、骂老师等情绪化表达

运用到其他场景来抒发不满、表达

情感。事实上，面对事实据理力争，

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是比“发疯”

更好的表达方式。类似于“家长不

分青红皂白、因为琐事而责骂老师

的行为”并不值得效仿和鼓励，这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家长群体形象

的污名化。因担心被贴上“子涵妈”

的标签，部分家长在进行正当诉求

的表达时都要思虑再三。

“情绪是人最基本的情感表达，

与事件相关，与思考方式有关，同样

也与每个人的处事方式有关。情绪

不应只关乎自身情感的表达，还应

当兼有对他人的感同身受和推己及

人的善意。一味将情绪无端、纵容

式地宣泄和表达，于己于人都不可

取。”袁成表示，老师要引导家长逐

渐改变家庭教育的方式、提升家庭

教育的能力，这样才能有效解决问

题。回归现实生活，当我们遇到问

题时，应当稳定情绪，思考如何用正

确的、合理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身

诉求。面对“子涵梗”类似的网络词

时，也要充分了解背景，多角度思

考，而非一味地从众、跟风，用恶搞

的形式对他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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