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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二孩家庭中的

00 后 们 在 这 个 特 殊 的 学 期 无 法 返 回 学

校，只能和兄弟姊妹待在家里。24 小时

的“无缝隙”相处，让“手足之情”更亲

密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昱子于今年疫

情 期 间 发 起 了 一 份 题 为 《2020 疫 情 下 的

二孩生活》 的在线小调查，在对 800 份网

络投票统计后发现，疫情期间有 48%的受

访家长感到疲惫，尤其在二孩家庭中，感

到疲惫的受访者突破一半。

疲于应付各种家务琐事的二孩家长，

往 往 容 易 忽 略 处 于 青 春 期 的 老 大 情 感 需

求 。 有 的 二 孩 家 庭 ， 因 为 情 感 天 平 的 失

衡，导致情绪的“火药桶”一点就燃；有

的家庭则因为良好的互动模式，让面对共

同挑战的同胞手足，在这段特殊时期更加

感受到彼此的优点和成长的变化。

青 春 期 的 我 怎 么 就 这 样
被忽略了？

周惠是昆明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平

时住校，每周只能回家 1 次。尽管父母有

时 会 对 10 岁 的 妹 妹 表 现 出 特 别 的 关 爱 ，

但她总觉得自己是姐姐，不该太计较，也

没有把这些烦恼放在心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这几个月，周

惠突然觉得父母的偏心压得她有些喘不过

气来。

无论是看哪个电视频道这样的小事，

还 是 出 门 见 朋 友 要 不 要 带 上 妹 妹 这 样 的

“私事”，每次只要妹妹一闹，妈妈总会教

训周惠，甚至说她“自私”，不懂得照顾

妹妹。这让她感觉假期过得比上学还累。

一天晚餐时，妈妈给妹妹夹了一筷子

西蓝花被拒绝后，像往常那样顺手把西蓝

花夹到了周惠碗里。“为什么你们从来不

问 我 ， 只 会 把 妹 妹 不 想 要 的 东 西 给 我？”

一 向 讨 厌 吃 西 蓝 花 的 周 惠 ， 突 然 情 绪 失

控，大声地向父母表示完抗议，便撂下碗

筷，冲进了房间。

疫情期间，像周惠这样，由于朝夕相

处导致矛盾积累、情绪爆发的二孩家庭不

在少数。

从 2 月初开始，湖北省随州一中的高

三学生孙佳佳每天要通过钉钉进行线上学

习。由于课程安排紧凑，几乎每天晚上都

要模拟考。这让她有些透不过气。

3 月的一天，孙佳佳正在上最头疼的

数学课——老师在讲函数的教学难点时，

两岁多的妹妹却在门外捣蛋。她一边“哐

哐哐”地敲房门，一边还拿着拨浪鼓不停

地摇。

本来就头脑发蒙的孙佳佳，一时间感

觉头都要炸了。她气鼓鼓地推开房门，训

斥了妹妹几句。没想到妹妹哇地一下就哭

了，还去向爸爸告状。

2018 年 年 底 ， 孙 佳 佳 迎 来 这 个 意 料

之外的妹妹时，心里便有些五味杂陈。她

有 时 会 为 以 后 有 了 个 小 跟 班 而 有 几 分 得

意，有时又会觉得妹妹偷走了爸妈的宠爱

而颇感失落。

平 时 ， 孙 佳 佳 下 晚 自 习 回 到 家 已 经

10 点多，妹妹早已入睡，基本没有太多

相处时间。可疫情发生后，每天她都能听

到 妹 妹 对 各 个 家 庭 成 员 的 发 号 施 令 ——

“爸爸，我困了，抱我上床”“妈妈，我饿

了，去冲奶粉”“姐姐，我拉屎了，你来

擦屁股”⋯⋯这些都让她不胜其烦。

在孙佳佳的印象里，自从有了妹妹，

她和父母再也没有了身体接触，父母的手

机 屏 保 再 也 没 出 现 过 她 的 照 片 。 在 她 看

来，自从妹妹出生后，慢慢地，她觉得自

己像在看着他们一家三口过日子一样。这

种委屈、失落和不满，在疫情隔离的特殊

时期，更容易被引爆和触发了。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教

授但菲，曾做过一项 《二孩家庭父母教养

行为》 的调查。通过对 200 名二孩家庭的

父母的问卷调查发现，在教养行为 5 个维

度及总分中，父母对两个不同出生顺序子

女的教养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除管

教约束维度二孩显著低于大孩，其余互动

交流、关注帮助、情感表达等 4 个维度和

教养行为总分均为二孩显著高于大孩。

“研究表明，父母越多地使用差别对

待的教养方式，同胞之间的亲密程度就越

低。”南宁市第四十四中学专职心理老师

蔡禄晓说，她也会经常接到二孩家庭学生

的求助。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有的跟

家中的二孩年龄差距较大，父母在养育两

个孩子的时候往往会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年

幼的孩子身上。由于使用不一样的评判标

准和行为准则，大孩感到自己被忽略，容

易有失落感，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不安全感

和嫉妒心理，容易引发同胞冲突。

蔡 禄 晓 说 ， 她 在 给 学 生 做 心 理 咨 询

时 ， 会 运 用 认 知 疗 法 ， 引 导 学 生 改 变 思

维，让他认识到，父母更关注家中年幼的

孩子，是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本身就需要

家人更多的照顾和关心。

父母的爱成为解开心结的解药

14 岁 的 陈 旭 阳 是 上 海 大 同 中 学 初 二

学生。去年 3 月，他成了班里第二个有弟

弟的孩子。“班里一些人说，爸妈肯定不

会爱我了。”这让陈旭阳潜意识里认为父

母更爱弟弟。

疫情发生后，从小容易生病的弟弟突

然发烧，体温连续 3 天居高不下。陈旭阳的

父母每天辗转于家和医院，忽略了他。

3 月 27 日 ， 父 母 晚 上 10 点 才 到 家 。

一天都没吃上饭的陈旭阳看到父母还是抱

着弟弟，特别委屈。他开始和父母冷战。

尽管每天早上父母都会在桌上留一些钱，

陈 旭 阳 视 而 不 见 ， 转 身 跑 到 邻 居 家 去 吃

饭，“我才不要用那个钱呢”。

4 月 2 日，父母带着病情终于稳定下

来的弟弟回家。听到开门声，陈旭阳立刻

跑 进 房 间 ， 上 了 锁 ， 就 连 妈 妈 敲 门 也 不

开。

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意识到一直不

肯出门的儿子是真“生气”了。当晚，趁

着陈旭阳出来上厕所的间隙，妈妈向他道

歉了，讲了很多陈旭阳从小到大的故事。

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母亲一直很爱他。

因为陈旭阳没吃上晚饭，妈妈特地给

他做了糖醋排骨——一个星期前他在作文

里写过想吃这道菜。他没想到妈妈居然注

意到了，还记在了心里。

春节后，孙佳佳的爸爸报名参加了当

地的防疫值守任务，白天很少在家。之前

并不知道孙佳佳的妹妹闹腾，打扰姐姐学

习。

妹妹找爸爸“告状”后，原本怕爸爸

大发雷霆的孙佳佳没想到，爸爸不仅没骂

自己，还教育了妹妹一番。

在留意到妹妹喜欢捣蛋后，每逢孙佳

佳上课，爸爸就将妹妹抱远一些，“我不

在家的话，就让她妈盯着。”

孙佳佳喜欢吃西红柿，爸爸每天变着

法儿给她做与西红柿有关的菜：西红柿炖

牛肉、西红柿炒鸡蛋、凉拌西红柿⋯⋯“有

些不会做，就上网学。”孙佳佳的爸爸说。

这一切孙佳佳都看在了眼里，“父母

的爱把我对妹妹的误会全部消除了，我们

永远是一家人。”

“如果孩子觉得在家庭教育中，受到

了父母的冷落或者不公正的对待，可以把

自己的感受及时传达给父母，父母也应该

定期关注、主动听取子女的意见。”但菲

教 授 说 ， 二 孩 家 庭 要 营 造 和 谐 的 亲 子 关

系，家长除了需要减少同胞之间的差别对

待外，还需要将对子女的情感适度表达出

来，让孩子能够切身体会到父母的爱护，

他们的内心就会充满安全感，也就不会太

计 较 父 母 在 行 为 上 对 两 个 孩 子 照 料 的 不

同，也会促使同胞之间学会互相体谅和相

互理解。

在摩擦中一起成长，感受
陪伴的乐趣

张 羽 珂 是 昆 明 市 第 十 中 学 的 高 二 学

生，弟弟比她小 3 岁，“我和我弟年龄差

很小，从小打到大”。

弟弟特别喜欢玩汽车和乐高积木，每

次都缠着姐姐陪自己玩，但张羽珂觉得弟

弟大了，还玩玩具很幼稚，总以学业繁忙

为由拒绝弟弟。

疫情开始后，张羽珂在家待了近 3 个

月。一开始，她在赶寒假作业，再加上手机

的“陪伴”，一点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很快，寒假作业做完了，“手机都已

经玩到想吐”。张羽珂开始在家寻找新兴

趣。她将目光锁定了弟弟的乐高，正好弟

弟也有意邀请她一块拼，他们便开始了乐

高积木之旅。这比张羽珂想象得要复杂得

多。她是乐高积木“新玩家”，好多步骤

都不会做，弟弟便在旁边耐心地指导她。

姐弟俩齐心合力，很快就把一个完整的乐

高积木拼好。但他们发现，遥控赛车有两

种拼法，他们只接好了其中第一种遥控履

带 赛 车 。“ 我 觉 得 和 弟 弟 一 起 玩 太 好 玩

了，就马上开始拼第二个”。

“以前我老是觉得弟弟笨笨的，现在

才 发 现 他 好 聪 明 ！” 张 羽 珂 有 些 惊 讶 地

说，弟弟给她打开了另一扇兴趣之门，让

原本单调无聊的隔离生活变得丰富有趣起

来。“尽管免不了磕磕碰碰，但还是有个

伴更好！”她说。

李艾是南宁市新民中学初二学生。姐

姐比她大 5 岁，在四川大学读大一。平时

的寒暑假，姐妹俩一起在家时，每天都要

吵架，谁都不服输，经常冷战三四天。疫

情暴发后，姐妹俩都无法返校。李艾本已

以为“要被我姐骂一个假期”，但这次从

放假至今，她居然没和姐姐吵过架，感觉

姐姐像“换了个人”。

每天早上，李艾的姐姐看到父母冒着

风险，早早地出门工作，既担心又心疼，觉

得自己“得担起责任，毕竟我都快 20 岁了，

得知道照顾妹妹，给爸妈减轻压力”。

让李艾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早

上 7 点多，还在熟睡的李艾被姐姐拍醒，

让她赶快起床吃早点。李艾被吓了一跳，

在她印象中，姐姐从来不会叫自己起床，

更别提做早饭。

桌子上有 3 份早点，姐姐一边催着爸

妈吃饭，一边提醒他们出门工作不要忘记

戴口罩。“那一刻，我觉得有个姐姐真的好

棒！”

每天早上很早姐姐就要起床煮早餐，

李艾便和她商量，一人负责一个星期的家

务活儿。“我现在很不想回学校，也不想

姐姐回去上学，真到那天，我肯定会哭得

稀里哗啦。”

《2020 疫 情 下 的 二 孩 生 活》 调 查 显

示，有 31%的受访父母表示，疫情期间两

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疫情给家

庭带来了一段意料之外的时光，两个孩子

的相互陪伴，给沉闷的居家生活增添了一

抹亮色。

在 蔡 禄 晓 老 师 看 来 ， 和 二 孩 家 庭 相

比，很多城市的独生子女家庭，由于父母

工作较忙，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缺乏

同龄人陪伴，内心容易产生孤独感，而二孩

家庭的孩子间，即使有摩擦，但一起成长，

会感受到更多彼此陪伴照顾的乐趣。

（根据受访者要求，文中中学生皆为
化名）

二孩家庭手足之情面对疫情大考

吴亦苗
南宁三中青山校区高一（2）班

唉，又和父母吵架了。这已经是放假

以来我们的第几次冲突了？似乎已经记不

清了。我“砰”地甩上房间的门，那些据

理力争的话语，仿佛定时炸弹，引爆了我

心中的烦躁，把我的心炸得只剩下一片荒

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自己的

父 母 变 得 越 来 越 无 法 理 解 了 。 上 学 的 时

候，我通常一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我们

都很珍惜在一起的周末；现在，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大家天天在一起，倒把什么都

沤坏了。

4 岁 的 弟 弟 整 天 在 跟 我 捣 乱 ， 与 我

“争宠”。饭桌上，无论我吃什么，尽管他

已 经 撑 得 吃 不 下 ，也 硬 是 吵 着 要 吃 ；平 日

里，我和父母讲话，他就在一旁故意捣乱；

有时候他看上我的房间的东西，就蛮不讲

理地据为己有；明明是他先招惹我的，我一

生气，他反而跑去“恶人先告状”。

刚开始时，我觉得既恼怒又好笑，但

时间长了，烦不胜烦。我会凶他，对他说

很多骂人的话，有时候，我还特别想把他

揍一顿。每当父母看见了这些，他们总是

会说：“弟弟还小，他一个小屁孩没轻没

重不懂事也就算了，你一个当姐姐的怎么

也和他一样幼稚？”这个时候，偏偏弟弟

还在有一旁，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简直

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于是我毫不客气地顶

撞 回 去 ：“ 那 又 如 何 ！ 年 龄 就 是 资 本 吗？

谁都是第一次做人，他做这些事，我凭什

么让他？”

也许是这句话把父母激怒了，他们大

概觉得我既没有爱心也没有礼貌，竟然敢

对父母大吼大叫，他们开始数落我，说自

己真是教育失败，孩子大了还这么幼稚脾

气差。

我几乎每次都会被这种话气到。我承

认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大度的人，但是父母

的不理解和失望让我心中十分不平，为什

么他们就这样难以沟通？他小就可以以为

所欲为？这让我觉得愤怒又憋屈。

暴风雨终于归于平静，我和父母就这

样，整整 4 天没说话。我的父母怎么这样

难 以 沟 通 ， 难 道 别 人 的 父 母 也 是 这 样 的

吗？

某天晚上，弟弟已经睡着了，我到父

母的房间上交手机。就在我转身准备回去

的时候，妈妈开口了：“可能有时候我们

做得的确不对，但是在我和爸爸心中，没

有偏爱谁，弟弟也被我们教训了一通。我

们 只 是 希 望 你 学 会 宽 容 一 些 ， 别 和 他 较

劲，以后你们还要依靠彼此呢！”

我仿佛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之前心中

的想法翻涌上来，堵得我一时半会不知道

该说什么。“有时候我和你爸教育你们的

方式有些欠妥，缺乏一些平静和理解，这

件事我们也有错，以后我们会站在你的角

度多去理解你的。”长期以来的不满和愤

怒，在看不见的地方慢慢消散了。我一下

子愧疚起来，忙说：“其实我也有错，有

时候确实是我太较真，心胸太狭隘了，对

你 们 也 很 没 礼 貌 ， 我 以 后 会 改 一 改 的 。”

在没开灯的房间里，我的心情却一下子亮

了起来。

原来，我和父母并不是难以沟通，只

是我们选错了与彼此沟通的方式。有时候

对待一些事情，我们都被负面的情绪所左

右，丧失了理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两败

俱 伤 。尽 管 这 样 ，我 们 依 然 是 很 在 乎 彼 此

的。我和父母相处时，没有作文里的令人热

泪盈眶的感动，做错了事情彼此也没有一

句庄重的“对不起”，因为只要对方的一

个动作，一句话，我们就能明白一切。

后 来 ， 我 与 父 母 的 感 情 似 乎 更 牢 固

了，我们的相处顺利了许多，弟弟似乎也

不 那 么 霸 道 了 。 疫 情 下 这 段 特 殊 的 时 光

里，我们有大大小小的矛盾，但这也让我

感受到了父母不一样的一面。这坎坷不平

的路上，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彼此的想法，

尝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相互理

解和包容。我们知道对方的好，知道对方

的不足。我们都在相处中不断地成长，成

为更好的我们。

天下没有一百分的父母，却有百分之

百爱着孩子的父母。我的父母不是完美的

父母，我也不是一百分的孩子，但是我们

所爱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完整的彼此。

你们不是完美的父母
我也不是一百分的孩子

丁思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初

二（8）班

我 有 时 会 突 然 想 不 起 来 ， 手 机 还 没

有 那 么 盛 行 时 ， 地 铁 上 的 人 们 都 会 做 些

什么。

经 常 在 地 铁 上 看 到 戴 着 耳 机 的 年 轻

学 生 ， 或 是 有 节 奏 地 摇 头 晃 脑 ， 或 是 将

那 几 根 手 指 头 狠 狠 捣 向 屏 幕 “ 厮 杀 ”

着 。 我 不 动 声 色 地 在 其 中 假 寐 ， 藏在披

发中的无线耳机却又偷偷开启了上一回未

了的评书。

听评书不像是中学生的爱好。不是说

我不会依靠看书来阅读故事，只是无数字

符在眼前晃动时，往往会下意识地产生逃

避心理。但对于世上故事的好奇心，似乎

是我们生来便有的，是在无数个父母睡前

故事伴随下的夜晚中培养出来的。就好像

无论我多大，依旧还怀念着那种故事是一

个字一个字落进耳朵的感觉。

在我不长的人生道路上，曾有两段时

光要躺在那枯燥的病床上。一次是以父亲

久违的床前故事伴随，一次是以手机中播

放着的评书度过。

提出放些什么来转移注意力本是母亲

的建议，最初我也只是尽力将自己的注意

力 由 身 上 的 疼 痛 转 移 到 评 书 中 ， 时 间 一

长，却也好像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故事中。

那时候的我偏不要在那样的氛围下听着令

人唏嘘的 《红楼梦》。而 《三国演义》 中

的英雄人物在我小小的病房中叱诧风云。

有时激动起来了，还会跟着故事的发展，

为某个人物打抱不平，转眼间又恨不得自

己也站起来指点江山。

那些本该枯燥却又由听评书带来乐趣

的时光虽然早已过去，但听评书依然参演

着我现在的人生，伴随着我的闲暇时光。

说是闲暇，却不是说真的要等事情都

做完了才能轮得上它。现代的中学生又能

有多少学余中的闲暇时光？或许这也是为

什么有太多网上活动在我“没有时间”的

借口中逐渐被淘汰，但听评书依然能够在

我需要它的时候轻轻松松地出现。可以毫

无顾忌地随便在哪儿躺着，可以伴随着像

是 整 理 床 铺 、 收 拾 书 桌 等 等 一 切 不 用 脑

筋 、 不 必 思 考 、 本 就 觉 得 枯 燥 无 聊 的 工

作，这样不受任何局限便是听评书能久久

伴随着我的原因。

除 了 听 评 书 它 本 身 就 携 带 着 的 乐 趣

外，选择一个好的评书演员往往也会使得

这项活动更为精彩。你起先听着他们的声

音好像就是这个声音，随着书中情节的推

进，他们的声音也会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

变得时而婉转，又时而高昂，好像要将听

众也一同拉回到那个故事中去。

有时候总会觉得评书人都带着一种说

不出的口音。但就是在古老的中国，在评书

的表演者还身着长衫、拍着醒木时，各地的

说 书 人 都 是 以 自 己 的 方 言 说 着 不 同 的 故

事。而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

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

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减少，就好像现今

在这一行上听到的年轻声音也越来越少。

听评书于我而言，只是我在互联网生

活中万千活动之一，但它自身却也是一门

艺 术 ， 是 汇 聚 了 历 代 评 书 艺 人 的 心 血 结

晶。网络的传播不该被用作散布谣言、不

良信息，真正的文化才不该被忘记，它值

得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因此，在这万千

活动中选择合适的、有意义的活动同样是

中学生们应当注重的。

比如，你听过评书吗？

同学，你听过评书吗

赵子衿
河北省衡水中学高三（824）班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暴发，
一 个 老 生 常 谈 的 问 题 又 被 摆 在 眼
前：因为对彼此文化背景、生活习
俗 缺 乏 认 同 ， 因 为 不 熟 悉 、 不 了
解，国与国也好，人与人也罢，难
免心里就会有隔阂，有了隔阂，难
免就不够友好。

我们比祖辈、父辈们有了更多国
际交流交往的经历和际遇。在学习语
言方面，我们也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在我身边，有数目可观的同龄人出国
留学或者即将出国留学，更多的人走
出国门去世界各地旅行。

如何能为增进民间交流交往和百
姓之间的相互认同做点工作？我认
为，“勿以善小而不为”，是我们走出
国门后应该坚守的信条。

我想起自己在国外旅行时，与当
地人交往的几件往事。每一次，无不
是从陌生甚至质疑，到熟悉，再到难
舍难分。虽然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值
得为之努力，也值得思考。

我有一位非洲好朋友，是我去肯
尼亚旅游时认识的导游，中文名叫大
亮。去非洲之前，我得到的关于当地
人的信息中，负面居多。但十余天的
同行中，大亮展现出来的非洲人形
象，跟我之前了解的完全不同。他非
常绅士，每天早上会准时在车边等
我，黝黑的笑脸上总是露着雪白的牙
齿，人也非常亲和。

之前，大亮在孔子学院学了一些
中文，有关中国的信息，或是来自他
接触的中国游客，或是道听途说。他
很坦诚地告诉我，原来，他认为中国
人喜欢大声喧哗，中国人很严肃没有
幽默感，中国人不够有礼貌，等等。
但是接触的中国人多了，他逐渐改变
了印象。

那次去肯尼亚正逢中国的春节，
通过和我的交往，大亮对春节习俗有
了很多了解，每天早上见面都会问候

“过年好”“恭喜发财”等，分别的时
候，他紧紧与我拥抱，说期待未来能
到中国，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寻找到商
机，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再回想我的第一个外国朋友，是
我十四五岁去爱尔兰游学时寄宿家庭
的成员。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虽然
行前培训已经反复提及注意事项，
当领队老师把我送到寄宿家庭时，
我还是无法自然而然地接受爱尔兰
妈妈冲过来的热情亲吻。正值叛逆
期的青少年，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
里，就连自己妈妈也是躲得老远，更
别说陌生女性如此热烈的情感表达
了。没想到，我下意识躲避的动作，
也惊醒了爱尔兰妈妈，她不好意思地
笑了，大概反应过来：我这个“中国
儿子”和她自己的 3个儿子还是大有
不同。毕竟这个爱尔兰家庭也是第一
次接触到中国人。

后来，我们都在努力适应和了
解对方。一起聊天时，他们会不停地
询问我中国的情况，以及我在中国的
家庭、生活，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的
日常习惯。爱尔兰的爸爸妈妈非常关
照我，他们的 3 个儿子也和我如同亲
兄弟一般。哪怕有了小误会，很快
就能释怀。离开时，爱尔兰妈妈要
亲吻我，我习惯性地把脸凑过去；
我把带的茶叶统统留给他们——在我
的影响下，他们已经很喜欢这些中国
茶了。

无论是大亮还是爱尔兰妈妈，结
识他们之前，我对他们的国家和习俗
一无所知，认知和感情都是有距离，
甚至有偏见的。或许他们对我也是一
样。但通过真诚的交流和交往，我们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次想起他们，
乃至他们的国家，我都心生暖意，相
信他们也会对我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期
待。

我的老外朋友们

真 秀

树 洞

视觉中国供图

说

说

丁思齐/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