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五，乐乐的学校通知“六一”儿童节当
天放假一天。可以前每到“六一”这天，如果是
工作日，乐乐的爸爸妈妈都要去上班，家里只剩
下年迈的奶奶。奶奶最多带乐乐在小区附近走
走，其他的娱乐活动，奶奶心有余而力不足。活
泼好动的乐乐在家待不住，爸爸妈妈就给乐乐
布置一整天的学习任务，数、语、外各一套卷
子。做完这三套卷子，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今年的“六一”是个星期四，不出意外的
话，又是三套卷子陪乐乐过“六一”。乐乐愁眉
苦脸：“好不容易放个假，还要在家做作业，好
累啊。”

同病相怜的还有二年级的苒苒。虽然每次
过节，大人都会带她出去玩，但必定要布置一项
任务——回来以后写作文。整个游玩过程一定
要详细记录，以便晚上写作文时有充足的素材。

前几天，妈妈带苒苒去植物园看了食虫植

物展，本来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但是妈妈
给苒苒带了本子，要求她把看到的每一种食虫
植物的样子都画下来，还要在旁边记录下这种
植物的特征。苒苒看到这些神奇的植物很是
欣喜，只想多看一些，多听一些，可是带着写作
的任务来看，光顾着记录了，一个小时才看了
三四种植物，中间还要不停地被妈妈教导：这
里画得不对，那里写得不好。当她想再去温室
二层看看那些热带植物时，已经没有时间了。

晚上回来后，苒苒得根据白天的记录写作
文。毕竟还小，苒苒的写作水平有限，写完像
是流水账，妈妈又开始教她如何写得生动有
趣。这一天，说是出去玩了，但苒苒觉得，不过
是换了一个方式来学习罢了。

“六一”那天，妈妈已经制订好了计划，要
带苒苒去看文物展，回来还是要写作文。苒苒
对这个假期也不怎么期待了。

没有升学压力，不考试、不内卷，仅仅
需要几百元钱，就可以在钢琴、书法、拉丁
舞等众多课程中任选，并且上满一个学
期。如此令人羡慕的学习场景，正是老年
大学的真实剪影。在大部分人的思维惯
性中，老年大学主要面向的是“银发一
族”，但近几个月，越来越多年轻人晒出老
年大学的学习经历。他们有的在这里短
暂摆脱了“同辈压力”，有的与老人结成忘
年交，还有的因此改变了育儿观。

老年大学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首先来
自那些“物美价廉”的课程。今天的年轻
人，对生活品质有着更高的追求，其中非
常重要的表现便是发展兴趣爱好、点缀日
常生活。但培训机构里那些价格动辄四
位数、五位数的课程，往往“让钱包束缚了
爱好”。反观老年大学，一学期的学费通
常只需要几百元甚至几十元，而且有着丰
富的课程设置与专业的师资力量，自然成
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在这里，年轻人上的
是课，省的是钱，学的是技能，充盈的是生
活。

此外，也要读懂年轻人去老年大学上
课背后的情感需求。罗萨曾把现代社会
视作一个不断加快生活节奏的社会，年轻
人则是加速节奏中最为敏感的齿轮，难免
会产生情感的焦虑与心理的倦怠。老年
大学天然被赋予了慢节奏的特质与“享受
生活”的期许，很适合成为情感的避风
港。而且在这里，年轻人不必纠结于同龄
人之间的比较、内卷、社交，可以回归纯粹
的心灵现场，给自己做一场精神按摩，何
乐而不为呢？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大部分人的社交
都是同辈交往，但代际沟通却有着推动知
识共享与情感弥合的重要作用。在老年
大学，年轻人便推开了通往另一方天地的
大门。有一名在老年大学学习的同学就
表示，年轻人也知道应该按时三餐、早睡
早起，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对
于爷爷奶奶们来说，其实就是最基本的生
活节律，与他们相处久了，自己的生活习
惯也会变得越来越健康。此外，他也经常
听老人们讲历史故事、生活经验，都会受
益匪浅。

欧洲学者曾倡议并实施过“代际学习
计划”，这些项目为年轻人提供了向老年
人学习经验和智慧的机会，同时也为老年
人提供着陪伴和社会互动。同样，老年大
学里的年轻人，也为老年人的世界注入了
靓丽的青春底色。笔者经常去老年大学
与爷爷奶奶们切磋乒乓球，每次休息时，
总会有爷爷奶奶来听我讲年轻人的故事，
感受世界的青春律动，也常有爷爷奶奶拿
着智能手机来跟我“请教”怎么下载App、
怎么切换移动数据与无线网络。这样的
过程同样会赋予我帮助老人的成就感与
喜悦感。

也有网友担心：年轻人的涌入，会不
会挤占老年人的学习空间？对此，有的老
年大学已经拿出举措，比如在报名时设置
年龄限制，优先保证老年人的入学资格，
当报名席位还有余额时，便向全年龄段开
放，向年轻人敞开大门。此外，也可以尝
试专门在班级中为年轻人设置一些名额，
毕竟很多老年人也希望能有机会与年轻
的朋友成为同窗忘年交。首创老年大学
的法国，就逐渐将老年大学发展为任何人
只要感兴趣、有时间，都可以参加的“全年
龄大学”。

更进一步说，年轻人涌入老年大学，
折射出的是真实的消费观念与学习需
求。这一届年轻人不抠门、不吝啬，但同
样精打细算，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
对此，不妨给他们提供一些高性价比的
学习项目，比如一些职能部门就提供了
大量针对年轻人的公益性继续教育项
目。在推广过程中，也要不断增强针对
性，找准年轻人的真实需求。唯有如此，
才能让老年人与年轻人，既能各得其乐，
也能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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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儿童节礼物让孩子腻歪

“六一”儿童节本该是孩子们充满期待的
一个节日。然而，各种文艺汇演活动，名目繁
多的商家促销却让孩子们开心不起来，许多
家长也不堪重负。

幼儿园、学校等多以文艺表演、文体比赛
等形式来庆祝儿童节。但无论是表演还是比
赛，孩子们都得挤出休息时间排练。老师在教
学之外也多了一项任务。家长们虽然是观众，
也要给孩子准备台词、服装、道具，带着孩子多
次彩排。家长、孩子、老师都身心疲惫。

可是，参加演出或比赛，孩子们真的会更
快乐吗？

那些打着庆祝节日的旗号卖课的只是商
家借以营销的噱头。家长给孩子买课当作

“六一”礼物，让人想起网上流传的段子：孩子
做了好人好事，奖励黄冈密卷一套。

带孩子出游要求他们回来写作文、日记也
不受欢迎。虽然带着学习的目的参观博物馆、
游览公园等都是寓教于乐的方式，但“六一”这
天，孩子们很想彻底放松一下，游园参观时如
果还要带着任务，那这一天过得可不轻松。

此前，有一条新闻冲上热搜——幼儿园摆

37 桌请 420 个孩子吃席庆祝“六一”，众人点
赞。原来，安徽亳州一家幼儿园，没有组织文
艺表演等庆祝活动，而是用“摆席”的方式，给
孩子们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这样多好，没有
任务，开开心心才是真正的儿童节。”“孩子不
用排练，老师和父母都更轻松。”

换个角度想，也许孩子不需要什么烦琐
的过节方式，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一是玩耍，
二是陪伴，如此足矣。

“咱们今年的‘六一’就要接地气。不排
练不表演，孩子的节日孩子自己做主。让孩
子们在这个节日乐翻天！”山西长治的一家幼
儿园园长决定这样给孩子过节，接受采访的
小朋友都乐开了花：“我想像小猪佩奇一样踩
泥坑！”“我想去河里钓鱼！”“我想去吃大餐！”

“我想坐大巴车去旅游！”“我想在草地上奔
跑！”“我想让爸爸妈妈陪我出去玩儿一
天！”……

所以，这个“六一”儿童节，不妨把如何过
节的选择权还给孩子，让他们痛痛快快、毫无
负担地玩一天。对于天真的孩子们来说，也许
这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手记
儿童的节日让儿童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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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有 些 孩 子 来

说，成了“有任务的

节日”：幼儿园让表

演节目，出去玩得

写日记，趁机促销

的培训班也让孩子

烦恼不已。孩子们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儿童节？大人们也

许要听一听孩子的

心声。

楠楠放学后跟妈妈说，“六一”儿童节幼
儿园要办联欢会，小朋友们要表演集体舞蹈。

看孩子对这次表演跃跃欲试，妈妈就同
意了，并鼓励女儿要认真练习，好好表演。
可没过多久，楠楠就从兴致盎然变成了不耐
烦。原来，幼儿园每天都要组织小朋友参加
训练。渐渐地，楠楠晚上一回家就说不开
心，说累。

“四五岁的孩子，毕竟不像大人，耐心和
专注度都差一些。每天重复练习，孩子难免
坚持不下来，也没新鲜劲儿了。”楠楠妈妈说。

又过了几天，楠楠对参加集体舞蹈表演
越来越不耐烦，“妈妈，我不想参加了。”看着

女儿的小脸皱成一团，楠楠妈妈也很为难：
如果同意女儿退出，会让她养成半途而废的
坏习惯；鼓励女儿再坚持一下则坏了孩子过
节的兴致。没办法，她只好专门抽出时间陪
着女儿练习舞蹈。

“让孩子多参加集体活动挺有意义的，
但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舞蹈节目要练习将
近一个月，生生把小孩子的喜欢变成了烦
恼，这有意思吗？”楠楠妈妈说，现在孩子一
提起儿童节就发愁。

糖糖也有同样的烦恼，她的班级要表演
诗朗诵。这首诗挺长，老师提前一个月就把
诗发到了家长群里，打印出来让孩子背熟。

糖糖平时有三个课外班，为了准备“六一”汇
演，糖糖每天晚上还要抽出半个小时来准备
节目。糖糖妈妈也有任务，她要准备一个
PPT，并撰写节目简介。“我的工作很少用到
PPT，上一次做PPT还是20年前。”糖糖妈妈
从插入图片开始一点点琢磨PPT的做法，和
孩子一起忙活，“我们只应对一个孩子就行
了，但是老师要组织三四十个孩子的演出，
编节目、写台本、租服装、买道具、跟家长沟
通……任务量可想而知。班级的表现和排
名还会成为老师业绩评价的重要内容。但
大家这么忙活，孩子、家长和老师并没有觉
得有多快乐。”

家长提前一个月陪孩子背诗练舞家长提前一个月陪孩子背诗练舞

“迎‘六一’抢课节！”最近，悠悠妈
妈在家长群里看到这样一条广告。原
来，这是附近的一家美术培训机构在
搞“六一”促销活动。

促销优惠很吸引人——单人报
名可获得 3 次正价课，两人组队报名
每人可获得 6 次或 16 天正价课，5 人
组队报名更优惠。“团长”还能得到电
动牙刷、儿童行李箱、电吹风之类的
礼品。有家长将这条信息转发到微
信群里，打算拉其他家长“入伙”。悠
悠妈妈看了挺心动，果断参团，一共
花了9000多元。虽然有些心疼，但悠
悠妈妈安慰自己，这是送给孩子的儿
童节礼物。

回到家，她一脸神秘地对悠悠说：
“妈妈送给你一个儿童节礼物。”悠悠
听了满怀期待：“是我想要的那套火漆
印章玩具吗？”“是我要了很久的那个
玩具化妆盒吗？”“要不然就是上回在
果果家里看见的那个抓娃娃机？”当妈
妈告诉她礼物是报了 50 多节美术课
时，悠悠脸色一变，号啕大哭：“为什么
非要给我报课呢？你这个礼物，我不
喜欢！”

“您要是在 6 月 1 日前续费，可以
加赠您 6 节课。”笑笑的舞蹈课还有
20 多节没上完，培训机构的销售又
借着“六一”开始游说家长了。“他们
也不管你的课上没上完，反正一到
各种节日就想着法儿地让你续课，
其实卖课就卖课，为何非拿‘六一’
当幌子？”

记 者 采 访 中 发 现 ，如 今 的“ 六
一”儿童节成了商家的狂欢节。“‘六
一’优惠大放价！”“‘六一’课程嗨不
停！”“‘六一’感恩大回馈”……各类
兴趣班的广告满天飞，儿童节前后
报名的要么打折降价，要么赠送课
程，很多家长给孩子报了课。但奇
怪的是，培训机构只是借“六一”鼓
动家长花钱买课，却没几家机构愿
意给孩子送上一份真正的礼物，即
便有也是买课的赠品。

妈妈妈妈送的神秘礼送的神秘礼
物是物是5050节节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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