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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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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自称“33年资

深家庭教育专家”的博主赵

某英在全网刷屏，她在家访

中采用的教育方式引起广泛

争议。她要求男孩亲手砸烂

收藏的玩具手办，让女孩把

自己心爱的漫画周边全部扔

掉，用严厉训斥、威胁质问的

方式让孩子低头认错。种种

做法被网友指责为“霸凌式

教育”“羞辱式教育”。

赵 某 英 自 诩“ 神 童 妈

妈”，称此类上门家访为“国

内首创个性化‘一对一’陪伴

成长教育模式”，但其公开发

布的视频却令人质疑：“家庭

教育专家”，真的懂教育吗？

名不副实之处首先体现

在她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

——以“专家”之名，武断地

批评孩子，将孩子正常的兴

趣爱好定义为“玩物丧志”；

毫无逻辑，随意归因，发表

“拍照比‘剪刀手’的人没文

化”等奇怪言论，自以为是但

自信满满，成功洗脑家长，令

孩子不得不服。

其次，赵某英把握住了

家长的“分数焦虑”，对孩子

的所有指责均围绕“远大目

标”“考大学”“好成绩”等词

语展开，让家长有一种“专家

果然是为了孩子好”的错觉，

并在潜意识中加深了对“功

利化学习”的认同，把对孩子

的素质教育、多元评价都抛

到了脑后，在教育观念上可

谓是“一朝回到从前”。

再者，监控、体罚、冷嘲

热讽都是用严厉的逼迫和高

压手段来控制孩子的行为，

殊不知，忽视孩子的情感体

验而达到管教的目的，可能

会导致孩子心理上的报复性

反弹，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这种心灵的伤痕往往很难抹

去，甚至会影响孩子的性格

养成与人格发展。

看过这名博主的家访视

频后，不少网友直呼“童年噩

梦”，并质疑她的专家身份是

否真实，是否具有家庭教育

指导资质。可即便如此，还

是有很多家长“病急乱投

医”，认为她的做法不过是教

育的一种手段，只要初心是

为了孩子好，最后孩子不比

别人差，就是值得尝试和推

崇的。也正如此，“伪专家”

赵某英的社交媒体账号有着

上万的粉丝和几十万获赞

量。

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进一步落

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颁布施行，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

度有了很大提高，但部分家长对于科学

合理的教育方法明显掌握不足。

破除对“伪专家”的盲目跟从，家长

需要认识到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有学习，

孩子的梦想也并不局限于“考上好大

学”。在书本之外，他们也可以拥有其他

爱好，理应被允许去探索更广阔的天

地。同时，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尊重

不代表纵容，惩罚与告诫也不等于羞辱

与打压，既然是“为了孩子好”，不妨多站

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以理服人而

非以大欺小，做孩子成长过程中温和而

有力的陪伴者。

回归家庭教育的原点，父母才应该

是那个最了解孩子、最有资格引导孩子

的人，不管是“伪专家”，还是“真专家”，

都不能代替父母教育孩子。而好的家庭

教育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专家

指导、育儿书籍、讲座培训，不过是帮助

父母自我教育与成长的参考指南，家长

要做的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孩子，用

尽责与进步引领孩子。学会站在孩子的

身边，才能真正成为那个最爱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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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说周国平说，，家是一只小小的船家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却要载我们穿过多

么漫长的岁月么漫长的岁月；；在汪曾祺的心中在汪曾祺的心中，“，“家人闲坐家人闲坐，，灯火可灯火可

亲亲””是冬日最暖的场景是冬日最暖的场景。。然而然而，，在快节奏在快节奏、、高强度的现高强度的现

代社会代社会，，亲情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亲情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选择的年轻人选择““断亲断亲”。”。如何看待如何看待““断亲现象断亲现象”？”？如何重如何重

建破碎的代际关系建破碎的代际关系？？在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在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我们聚我们聚

焦这一话题焦这一话题，，共同探讨共同探讨““断亲断亲””背后的家庭教育问题背后的家庭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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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断亲”一词在社交媒

体上频繁被提起。它通常指懒于、

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交往，简单

来说就是基本不走亲戚。

2022 年初，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胡小武曾利用寒假学生回乡过

年的契机，在返乡的学生里发起一

项问卷调查，回收 1200 份有效样

本。调查结果显示，18岁以下群组

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

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26-30 岁

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

与亲戚有联系”。胡小武认为，“这

说明青年断亲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常态。”

胡小武在论文中将“断亲”现象

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

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

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

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

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

的形态，加速了“断亲”。

作为“80 后”第一批独生子女，

刘洋在一个小县城里长大，亲戚之

间住得不远。儿时，她常常去姨妈、

舅舅家蹭饭，跟着表哥表姐在街头

巷尾玩耍。“外婆喜欢热闹，每逢春

节，子女们便会轮流组织家庭聚会，

让老人开心。”

然而，随着外婆的离

世，以及家族第三代们考

上大学，选择在不同的城

市工作定居，亲情逐渐变

得遥不可及。“大家各自在远

方奋斗，为了工作和家庭忙碌奔波，

一年到头也难有相聚的时光。”对于

这种被动的“断亲”，刘洋觉得怪可

惜的，特别是当她有了孩子之后，这

种感觉愈发强烈。她意识到，在现

代化的社会进程中，许多传统的亲

情纽带正在被逐渐瓦解。

自从将父母接到成都照顾孩子

后，刘洋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过老家

了。这使得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儿子

对家族的概念十分模糊，只知道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面

对视频里亲戚们热情的笑脸，儿子

没有熟悉感，也分不清楚谁是谁。

“现在跟我们更亲密的，反而是

同学、同事、朋友和邻居。”在城市打

拼多年，刘洋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

熟人圈子，遇到麻烦时偶尔也会感

叹“远亲不如近邻”，但她依然替孩

子觉得惋惜，因为他从未体验过自

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

密感和连接感。

“那些自己过得不好，还喜欢

对别人指手画脚的亲戚，无视他

们是对自己最大的善意。”

“我其实一直相信父母，还有

其他家人都是爱我的，可是他们

的要求和期待太让人窒息了。”

…………

在豆瓣“不想回家/不想过节

联盟”小组，这样的文字随处可

见，这里会聚了 3 万多名将自己

称为“流浪家”的网友，他们讨厌

一切“团圆”的节日，有人甚至与

原生家庭“切割”，选择独自面对

人生。这些选择背后，隐藏着更

复杂的原生家庭困境。

“在我4岁的时候，就离家出

走过。”玲子（化名）在谈到自己的

原生家庭时，坦诚那是一段不堪

的回忆。从记事起，她就在父母

无休止的争吵、打闹中长大。一

开始，玲子安慰自己，这是父母之

间的矛盾，和自己无关。但渐渐

地，她发现父母吵架时从来不避

着她。他们当着玲子的面，用激

烈的语言攻击、羞辱对方。从那

一刻开始，她意识到父母根本不

在意自己的感受。于是，高考时，

她填报了离家很远的外省院校，

只想尽快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

家。

“原生家庭是导致断亲现象

的重要因素之一。”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副教授、四川省心理学会

应用心理专委会主任杨雪梅说。

在高校工作31年，杨雪梅接触了

很多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她表示，

部分家庭成员的教养水平偏低，

导致家庭中存在过度干预、缺乏

尊重、情感忽视，甚至家庭暴力等

不良现象，这些都给孩子的成长

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孩子在

家中没有获得关爱和支持，反而

受到了伤害，这使得他们对亲情

失去信心。

这一代年轻人自我意识旺

盛，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选

择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的

家庭伦理文化还停留在前几代人

的模式，和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匹

配，因此，他们把“断亲”作为一种

自我探索和保护的手段。

杨雪梅认为，这种自我意识

的觉醒是积极的，值得肯定。但

长远来看，“断亲”也会带来一些

无法预料的后果，它可能会让人

失去家庭归属感，人际关系的纽

带也会变得脆弱。因此，她提倡

跟不合理的家庭伦理文化断绝，

以此达到维持一段健康亲情的目

的。

原生家庭之殇
年轻人为何选择“断亲”？

现实中断了亲，但对温暖亲

情的需求仍然存在，互联网为现

实中无处安放的亲情找到了出

口，“电子爸妈”应运而生。

对此，杨雪梅表示，“断亲”

可能会让人误以为当代年轻人冷

漠、自私，但实际上他们对亲情

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这一代年

轻人成长于物质充裕的环境中，

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更高的社会期

望。当他们感受到来自家庭的不

理解、忽视、不公正对待以及不

尊重时，一些人会选择在虚拟世

界中重新构建自己的亲情关系，

以寻求理想中的‘完美’亲情。

这种亲情是支持性的、理解性

的，能够在他们遭遇挫折时提供

慰藉，而不是充满指责和控制，

不会用过往的经验或观念来限制

他们的人生选择。”

“女儿，今天没受委屈吧，累

不累啊？”“儿子，今天朋友圈发的

都是啥，把爸爸妈妈都看难过了，

你已经非常优秀啦！”“宝贝回来

啦，咋哭啦？谁欺负你了跟爸爸

说，爸爸给你撑腰！”以上温暖的

对话来自博主“和女儿分享日常”

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这对中

年夫妇以“第一视角”的拍摄方式

与网友们互动，让数以万计的网

友沉浸式体验无条件的宠爱，由

此获得“电子爸妈”的爱称。无数

网友在评论区扎堆“破防”，“我这

辈子都不可能从我爸妈口中听到

这些话。”

“电子爸妈在某种程度上满

足了人们心中对于理想父母的渴

望，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父母形

象，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难以

实现的。”四川省总工会特聘心

理专家、成都市家庭促进会会员

胡东海分析，这种现象可以被视

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通过幻

想来满足内心深处的需求和欲

望。

从“电子宠物”“电子朋友”到

“电子爸妈”，热衷于网上认亲的

年轻人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无

疑是一种理想化的完美关系。然

而，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本就

充满了复杂性和不完美性。因

此，对于完美关系的执著追求，实

际上可能是一种不够成熟的表

现。“这种态度源自于对现实的不

接受，忽视了现实中人际关系的

不完美本质。真正的成熟，或许

在于理解和接受人际关系的局限

性，同时积极寻求改善和成长的

可能性。”胡东海说。

“电子爸妈”受热捧
理想化亲情的虚幻追求

“电子爸妈”能否真正弥补我

们心中的缺憾？事实上，这更像

是隔靴搔痒。初时，它或许能够

暂时慰藉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需求逐渐增长，这种虚拟

的陪伴便显得力不从心。

“‘现实断亲’和‘网上认亲’，

实际上映射出现代家庭关系中情

感教育的缺失。那些经历过情感

创伤的孩子，父母与他们的沟通

往往聚焦于具体的生活需求，如

饮食、着装、学业等，而忽略了情

感交流的重要性。”杨雪梅认为，

这些父母可能自身也经历了情感

忽视或情绪压抑，导致他们共情

能力不足，难以很好地理解和回

应孩子的情感需求。

因此，杨雪梅建议家长们应

更加重视情感教育，努力与孩子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不仅能够

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和信

任，还能帮助孩子有效地应对现

实生活中的挑战。在这一过程

中，父母需要倾听、理解和尊重

孩子的情感需求，并提供必要的

支持与引导。同时，孩子也要学

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与

家人进行开放而诚恳的沟通，共

同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环

境。

今年 5 月，刘洋收到表哥女

儿的婚礼请帖，邀请亲朋好友

共同见证她的幸福。刘洋认为

这是一个重温亲情，同时也让

儿子感受家族氛围的好机会，

她在微信群中与表哥表姐们取

得联系，决定各自携带家人一

同出席。

在婚宴上，刘洋与亲朋们畅

所欲言，分享工作与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那份久违的亲密感在欢

声笑语中悄然回归。儿子也迅速

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与兄弟姐

妹玩得不亦乐乎。临别前，刘洋

和亲友们约定，今后要定期聚会，

以维系难得的家族情谊。

根据两年来的持续观察和思

考，胡小武认为“断亲”的趋势依

然会加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

城镇化率还在持续增长。对此，

杨雪梅表示，虽然趋势不可扭转，

但注重亲情连接的传统观念，是

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价值观中的精髓所在。

“无论是参与传统的家庭聚会，还

是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我们应该

持续加强亲情纽带，让家庭成为

我们生活的避风港和情感的寄

托。”

重温亲情的美好
不能缺失的情感教育

远亲不如近邻
亲情纽带在社会变迁中逐渐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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