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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冠青

年底将至，不少人开始为自己的“来年

运势”感到好奇。据央视新闻报道，当下在

一些社交媒体、视频平台上，利用塔罗牌、

八字算命、星盘分析等方式进行网络占卜

的服务比比皆是，有些还号称使用人工智

能、人脸识别等高科技相面、看手相。

剥开这些天花乱坠的话术包装，内里

却往往是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付费后随

即被拉黑、3888.88 元的“转运画”实则

淘宝包邮 50 元、收费环环相扣⋯⋯参与

者本想让屏幕另一端的“大师”给自己一

些人生“剧透”，不承想因此坠入了被割

韭菜的困局。对此，央视新闻也质疑道：

这到底是“算命”还是“算钱”？

与传统的迷信骗局相比，网络占卜所

倚赖的心理效应并无多大不同。比如，人

们很容易相信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

并会对模棱两可的表述进行主观验证，寻

找符合自己的部分进行匹配。“你时而外向

活泼，时而沉静内敛”“你表面随和、内心固

执，有时也很懂变通”⋯⋯任谁看到这样覆

盖面极广的表述，都会觉得好像有几分道

理。占卜师只要利用好这一“巴纳姆效应”，

便可轻松获取信任，游刃有余地对他人命

运进行指点和“安排”。

而 且 ， 除 了 部 分 纯 粹 休 闲 娱 乐 的 受

众，选择付费算命者“多有心事”，往往

不是感情受挫、事业遇阻，就是祈求升学

顺利、早结良缘。占卜者抓住这些痛点和

焦虑，以“转运”“消灾”之名贩卖虚假

的 安 全 感 ， 很 容 易 攻 破 测 试 者 的 心 理 防

线，继而疯狂敛财。从这个意义上讲，网

络占卜的诈骗伎俩其实并不“新”。

在网络环境和高科技的“加持”下，

网上占卜的隐蔽性、迷惑性和危害性不容

忽视。电商平台中，销量过万的光鲜成绩可

能有赖于“水军”的“倾情参与”；将受众纳

入私域流量后，占卜师既可用虚假的对话

截图装扮朋友圈，营造自己算得很准的幻

象，又能躲开相关部门的监管；而在设置好

层层话术模板后，一些诈骗团队更是连“察

言观色”都不必学，静等愿者上钩。

在网络的放大效应下，诈骗者们赚得

盆 满 钵 满 。2019 年 ， 重 庆 两 江 新 区 警 方

打掉一个网络算命诈骗团伙。经调查，该

团 伙 共 诈 骗 金 额 2400 余 万 元 。 另 一 边 ，

不少上当者被套牢。今年 11 月 30 日，内

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

起重大案件。受骗者王某某在观看刘某某

的卜卦直播后，被后者以购买“驱邪符”

“安置仙家”等名义骗取 250 多万元。被

骗取资金的网友常常面临取证难、维权难

等问题。

针对日益普遍的网络占卜乱象，监管

部门应当及时出手，对于涉及网络欺诈、

传销、虚假宣传的行为，要依据相关法律

进行严惩。网络平台也要加强审核，不能

任由诈骗者收智商税。

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一些人之所以

会求助于网络占卜，主要还在于压力无法

释放、心结难以解开、焦虑无从排解，而

应对这些问题，本属于心理咨询的范畴。

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对心理咨询仍旧心存

芥蒂，甚至会产生耻感，于是转而向不靠

谱的网络占卜求助。然而，不论从目的还

是效果而言，二者都有着本质区别。

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许多网络占

卜会通过承诺虚假的确定性，加深人的执

念，诱导参与者深陷其中，最后通过心理

操纵进行诈骗。过度沉迷于网络占卜，无

疑是授人以柄，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于人。

而正规的心理咨询，则是通过真诚的沟通

与交流，为人们缓解焦虑，纾解压力，从

而重获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毕竟，人生

中的不确定性永远不会被消除，而这也是

其 充 满 魅 力 的 原 因 所 在 。 我 们 应 当 学 会

的，是如何带着积极的心态与之共存。

用网络占卜“剧透”人生 只会被收智商税

□ 陈禹潜

花钱谈一场半小时的虚拟恋爱，你会

愿意吗？今年以来，作为一项有偿情感体

验类服务，“虚拟恋爱”服务出现在各类

网络平台。商家提供的“虚拟恋人”多由

兼 职 在 校 大 学 生 组 成 ， 可 以 提 供 陪 伴 聊

天、一日情侣、陪玩游戏、温柔哄睡、代

写作业等服务，费用则根据陪聊时长、服

务项目以及陪聊者等级不同来定，每小时

在 20 元至 360 元不等，包月费用最高可达

1 万元。

“ 虚 拟 恋 人 ” 也 成 为 众 多 视 频 平 台

“up 主”测评的对象之一。据测评观察，

虚 拟 的 “ 小 哥 哥 ”“ 小 姐 姐 ” 们 轻 声 细

语、善解人意，不仅擅长开导、倾听，更

是精通夸奖、逗乐等多项言语技能，只要

缴费就能享受“春天般的温暖”，满足情

感慰藉。

虽 然 表 面 看 起 来 美 好 ， 但 “ 虚 拟 恋

人”的市场动力，其实是“空巢青年”和

“孤独患者”这样真实的群体。根据一项

社会孤独感状况调查，90 后正是最容易

感觉到孤独的群体，而“虚拟恋人”面向

的 也 正 是 这 帮 年 轻 人 。 对 于 这 种 现 象 ，

早 有 网 友 作 诗 调 侃 ：“ 无 人 与 我 立 黄 昏 ，

无 人 问 我 粥 可 温 。 孤 独 得 像 条 狗 ， 我 和

siri 成 好 友 。” 这 首 小 诗 看 起 来 很 幽 默 ，

但 某 种 程 度 上 成 为 个 别 城 市 年 轻 人 的 写

照——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精神世界极

度空虚。

除了“虚拟恋人”，抓准个别年轻人

孤独症状的“孤独经济”五花八门。譬如

《恋与制作人》 等虚拟恋爱游戏，曾一度

成为一些都市单身女性的最爱，甚至有女

性 为 了 游 戏 中 的 纸 片 人 “ 氪 金 ” 数 十 万

元；线下一度火爆的“女仆咖啡馆”，成

为一些单身男性流连的场所；甚至让年轻

人抒发自己内心苦闷的“网抑云”，何尝

不是聚集了感到孤独的年轻人⋯⋯

孤独的背后其实是城市的生态，哲学

家 齐 美 尔 早 在 20 世 纪 初 的 城 市 化 早 期 ，

就在随笔集 《桥与门》 里提到了独属于城

市的孤独和厌倦，摩登的都市人之间只以

目会意，渴望交流又斤斤计较。社会学研

究表明，现代都市发展形成的“原子化”

人际关系特质，导致孤独感加深，社会支

持感弱化，当家人和朋友不再是可以解除

孤独的对象时，极其容易产生孤独感，甚

至是被抛弃感。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能依靠野蛮生

长的“孤独经济”，更需要多方的努力。

让孤独的人们“药到病除”需要政府

和社会的帮助。社会交往是解决孤独感的

良药，要 利 用 社 会 基 层 组 织 设 置 与 现 代

城 市 更 配 套 的 社 会 支 持 网 络 ， 要 发 挥 基

层 群 团 组 织 的 作 用 ， 主 动 组 织 年 轻 人 的

线 下 联 谊 会 。 政 府 还 可 以 联 合 社 会 组 织

提 供 更 多 方 便 交 往 的 场 所 ， 譬 如 一 些 城

市 兴 起 的 微 更 新 、 微 改 造 等 实 践 ， 创 造

了 一 批 新 的 公 共 交 往 空 间 ， 为 社 交 提供

了新的场所和平台。

作 为 个 体 而 言 ， 年 轻 人 也 要 主 动 走

出空巢。毕竟，“虚拟恋人”不过是付费

服 务 ， 并 不 能 替 代 现 实 ， 一 旦 停 止 缴 费

就 会 发 现 这 样 的 慰 藉 不 过 是 “ 南 柯 一

梦”。有些“虚拟恋人”甚至会演化为涉

黄的“污单”，或者存在诈骗风险。与其

沉 溺 于 虚 拟 服 务 ， 不 如 敞 开 心 扉 ， 主 动

与 人 交 流 ， 生 活 中 一 个 微 笑 、 一 次 帮

助 ， 都 有 可 能 成 为 交 朋 友 的 契 机 。 拒 绝

城 市 “ 原 子 化 ” 惯 性 ， 也 需 要 个 体 的 发

光 发 亮 ， 积 极 拥 抱 生 活 ， 不 同 轨 道 上 的

星辰也能互相温暖。

虚拟恋爱不能化解真实的孤独

□ 刘婷婷

又是一起诱骗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

案件。

据 刘 先 生 反 映 ， 今 年 15 岁 的 女 儿

在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附属中职校上学，

从今年 11 月起多次被人诱骗去西安市

鄠邑区多家 KTV 陪酒。接到家长反映

的 情 况 后 ， 学 校 选 择 报 警 ， 经 初 步 调

查 ， 学 校 共 有 8 名 女 生 去 KTV 陪 酒 ，

鄠邑区一所民办学校，也有多名未成年

学 生 涉 及 。 目 前 ， 涉 事 3 家 KTV 已 被

警 方 查 封 ， 责 令 停 业 整 顿 6 个 月 。 此

外，因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3
名 社 会 青 年 已 被 依 法 刑 拘 。（ 《新 京

报》 12 月 9 日 ）

诱骗未成年人有偿陪侍，有些人还

真想得出来，干得出来。那些孩子都没有

成年，还都是学生，把人骗去了 KTV 陪

酒，店家的生意红火了，孩子们表面上也

挣了点钱，可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却

是有害无益，对于学业更有负面影响。要

不是家长足够警觉，恐怕这种诱骗未成

年人的有偿陪侍活动，还要拖更多的青

少年下水，造成更大的危害后果。

不 要 拿 不 知 道 违 法 当 “ 挡 箭 牌 ”。

诱骗未成年人有偿陪侍，这是法律的禁

区。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营业

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

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

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

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

身份证件”“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

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

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

涉事的 3 家 KTV，搞未成年人陪酒

这一套，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

以牵涉的孩子那么多。为什么法律有明

确规定，这些本应该阻挡在外的受保护

者 ， 依 然 可 以 毫 无 阻 力 地 进 入 娱 乐 场

所？既然毫无作为，就必须公事公办。

KTV 被警方查封，责令停业整顿 6 个月，

是他们失职失责应付出的代价。

需要受到惩罚的，除了为未成年人有

偿陪侍大开绿灯的涉事 KTV，还有具体

组织陪侍活动的几名社会青年。很多人或

许 不 理 解 ， 为 什 么 让 几 个 未 成 年 人 去

KTV 陪酒，竟然还要被刑拘，会不会太

重？其实，刑法明确规定，“组织未成年

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

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可能有的人会提出异议，刑法提及的

违反治安管理活动，并不包括组织未成年

女生陪酒。的确，法律没有明确列出这种

情形，但从立法精神看，也应归入其中。

去年 7 月 26 日，最高法组织的“案例大讲

坛”研讨会上，胡云腾大法官、最高人民

检 察 院 、 民 政 部 等 相 关 负 责 人 等 形 成 共

识，即组织未成年人在 KTV 提供陪侍服

务的行为，严重违害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与

教学秩序，严重损害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和

健康权，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将该行

为认定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

活动罪的客观表现之一，是非常适当的。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诱骗未成年

人的有偿陪侍行为，多以组织未成年人进

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来定罪量刑。之前

曾有案例，赵某等 3 人以到大城市卖化妆

品为由，并许诺支付高额工资，诱骗未成

年少女到 KTV 从事有偿陪酒、陪唱，法

院依法判决上述 3 人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

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6 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金。这

样严厉的惩罚，才能对不法分子更有震慑

力，让其“长点记性”。

未成年人保护，必须依法通上“高压

电”。诱骗未成年女生 KTV 陪酒，挑战了

法律的底线，应查明来龙去脉，让不法分

子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当然，作为学校和

家庭，也应加强未成年人学生的教育，提

高面对社会诱惑的抵抗力和自制力，与职

能部门一起构筑更有效的防护网。

诱骗未成年人陪酒
必须依法严惩

成立工作专班，本是推进工作的方式之一，但在基层，一些工作专班出现泛化、异化现象。成立专班时风

风火火、推进工作时慢慢腾腾、责任落实时你推我拉，结果评估时与目标相差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只有让工

作专班摆脱花架子、发挥真效能，切实推动工作专班“减量”“瘦身”，才能更好地为基层减负。（《半月谈》

2020 年第 23 期） 漫画：徐 简

□ 史洪举

11 月 30 日 ， 在 石 家 庄 某 小 区 内 ，

一名不满 4 个月的女婴从 5 楼坠落。女

婴父亲透露，事发时他去买奶粉了，家

中只有孩子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妻

子神志不清，可能是她把孩子从家里窗

户扔下去的。令人意外的是，事发后，

孩子父亲多次拒绝给孩子治疗，在两次

检查后都带回家中。后经街道工作人员

反 复 做 工 作 ，12 月 7 日 晚 22 时 ， 女 婴

终于被送往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目前女

婴生命体征平稳。公安机关已经立案，

按程序对魏某开展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相关部门已经启动社会救助程序。

这无疑是一幕令人唏嘘的惨剧，女

婴疑似被其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扔下楼，

女婴父亲又拒绝住院治疗。当地有关部

门已经介入并提供帮助，为涉事家庭申

请救助资金，女婴父亲拒绝救治女婴的

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有必要厘清。

毋 庸 置 疑 ， 作 为 未 成 年 人 的 监 护

人，当未成年人遭遇困境或者面临生命

危 险 时 ， 父 母 有 绝 对 的 救 治 、 送 医 义

务。无论是现行的民法总则还是即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民法典均对此作

出规定。民法典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

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禁止

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现实中，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要承担

相应责任，甚至较重的法律责任。如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遗弃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被扶养人的，可处 5 日以下拘留

或警告。根据刑法，对年老、年幼、患

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

扶养，情节恶劣的，将构成遗弃罪，最

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需要说明的是，要是明知被扶养人面

临 生 命 危 险 等 紧 急 情 况 而 拒 绝 救 治 或 送

医，导致被扶养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其行

为 还 可 能 构 成 故 意 伤 害 罪 或 者 故 意 杀 人

罪。譬如，父母明知未成年小孩溺水，其

能 够 实 施 救 助 而 不 救 助 ， 导 致 小 孩 溺 亡

的，将构成故意杀人罪。

具体到此事件中，如果女婴得以及时

救治能够痊愈，而其父亲的拒绝救治行为

耽搁了最佳医疗时间，以致于既便抢救也

无法挽回其生命，或者导致重伤等严重后

果 的 ， 其 父 亲 的 行 为 很 可 能 构 成 刑 事 犯

罪。

值得欣慰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介

入 此 事 并 提 供 了 救 助 ， 避 免 了 悲 剧 的 延

续，也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但是，政府

部门的救助或者公益组织的救助并不能免

除其父母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如果其

监 护 人 有 能 力 履 行 监 护 职 责 而 拒 绝 履 行

的，将面临监护权被撤销的后果。根据民

法总则，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

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

于危困状态的，民政、妇联等部门可向法

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在紧急情况下，

民政部门可临时承担监护责任，对被害女

婴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医治。

在任何情况下，父母都无权虐待和遗

弃女婴，更不该拒绝救治病危女婴。哪怕

经济困难，也应及时向外界求助，而非将

病危女婴当作私产带回家中任其“自生自

灭”。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当母亲患有精

神疾病、父亲“愚昧”拒绝救治这种“困

境儿童”情形下，基层组织、妇联、民政

等部门理当及时发现并施以援手，担任监

护人角色，为“困境儿童”提供基本的生

活保障和医疗保障，让他们感受到现代社

会的温暖和力量。

女婴坠楼以后
监护人能拒绝治疗吗

□ 孙 晓

“ 我 想 进 行 尝 试 ， 我 就 是 想 错 一

错！”据媒体报道，在湖北武汉中学近

日 进 行 的 亲 子 沟 通 调 查 中 ， 有 学 生 这

样 呼 吁 。 记 者 了 解 到 ， 在 关 于 学 生 是

否 “ 听 话 ” 的 调 查 中 ， 超 过 五 成 家 长

认为孩子“不听话”，而超过七成孩子

却认为自己“听话”，双方在亲子沟通

的 有 效 性 上 出 现 了 偏 差 。 学 生 们 普 遍

“ 吐 槽 ”， 家 长 将 自 己 的 人生经验强加

到他们身上，却忽略了他们是有思想的

独立个体，并呼吁父母：“请给我们试

错权！”

近 段 时 间 ， 家 庭 作 业 变 “ 家 长 作

业 ”、 如 何 正 确 地 进 行 教 育 惩 戒 等 新

闻 频 频 引 发 争 议 。 一 边 是 无 奈 的 家

长 ， 一 边 是 委 屈 的 教 师 ， 其 实 双 方 的

“ 拉 锯 ”， 都 是 为 维 护 孩 子的权利。此

次高中生喊话父母要“试错权”，提醒

父母多听听自己的声音，尊重其本人的

意愿。

尽管此次调查有疫情期间学生较长

时间居家学习的特殊前提，但亲子沟通

中 的 冲 突 和 障 碍 并 不 少 见 。 影 视 作 品

中，从 《小欢喜》 宋倩和女儿英子矛盾

不断激化，到 《听见她说》 小雨控诉被

母亲的爱压得喘不过气，都引发社会强

烈共鸣，反映了家长过度干涉孩子带来

的负面影响。现实生活里，既有“辅导

孩子写作业被气病”的吐槽，也有对孩

子返校“万兽归笼”的欢呼，戏谑表象

之下，亦流露出家长内心的些许苦涩。

高中生向父母要“试错权”，是成

长过程中自我意识提高的表现，他们变

得更有主见，有不断尝试的勇气，并希

望和家长平等地沟通，打破以往亲子关

系的局限。从“父母也许是对的，但孩

子的想法也不一定是错的”“我们学到

的东西和世界观与父母有差异，但要求

同存异，尊重差异，也要换位思考”等

表达中，不难看出，孩子的诉求并非出

于叛逆心理，而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

这无疑代表一种积极的指向。对此，家

长理应及时反思家庭教育的不足，调整

节奏，适当放手。

给予孩子“试错权”，意味着双方

要建立起更多信任。家长的角色定位从

“主宰”转变为“陪伴”，要倾听和尊重

孩子的意见，而不是只以“听话”为标

准 ， 按 自 己 的 意 愿 为 孩 子 规 划 成 长 路

径。相应地，孩子也会愿意敞开心扉，

和家长剖白内心真实的想法。在此过程

中，亲子间的争议逐步弥合、矛盾慢慢

化解，才会有和谐的家庭关系。

给予孩子“试错权”，意味着将选

择的自由交给孩子，让孩子经由切身体

验去获得独一份的感悟。须知，人生不

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算术题，也没有

哪种生活方式绝对正确。前人的经验再

丰富，路还是要孩子自己走。

当然，这不是鼓励孩子知错犯错，

在大是大非面前，家长依然有必要引导

和保护孩子。这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作为监护人，拿捏好分寸尺度是一

项极大考验。家长要在孩子“撞南墙”

时做好保护措施，也要在孩子失败后进

行积极的心理建设，避免孩子的行为损

及他人权益或伤害到自己。有时，孩子

也应理解和感激家长的付出，遇到问题

及时沟通解决。

当家长的爱不再是一种束缚，当孩

子敢于理性试错，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

也 会 传 导 到 家 校 关 系 、 师 生 关 系 等 方

面，最终改善孩子整个的成长环境。

高中生向父母
要“试错权”
是不听话吗

□ 陈志文

根据 《中国经营报》 报道，继留学英

美等英语系国家之后，一些家长开始把孩

子送到泰国读国际学校，尤其一些二线城

市还不足够富裕的家庭，更青睐于此。原

因无非有三：一是价格便宜，比在国内与

英美读国际学校便宜；二是让孩子接受更

好的国际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三是为

逃离激烈的教育竞争。

这种现象背后依然带有择校的影子，

可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发展。

首 先 ， 这 里 面 有 基 本 教 育 观 念 的 错

误。很多家长都默认这样的道理：只要进

了好学校，差生都可能上好大学。即单方

面认为决定孩子优秀与否的，是学校与老

师，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要尽一切努

力择校，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与教师。

在国内不能择校或者无力负担英美私立学

校的家长，在一些中介机构的怂恿下，便

盯上了泰国这片留学“新大陆”。

其实，学习永远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孩子不学，不要说好老师，就是神仙来了

也没有用。比如人大附中很好，每年考上

清华北大近 200 人，但每年大部分孩子也

是考不上 985 院校的。国内所谓的“超级

中学”也都类似，你看到别人的孩子被名

校录取，这仅仅是媒体报道的冰山一角。

一所学校之所以成为一所好学校，首

先是因为优秀学生大量聚集，而非教师，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而一个学生是否优

秀 ， 决 定 性 因 素 是 什 么 ？ 除 了 个 人 的 努

力，来自家庭的教育同样重要。不可否认

的是，如果家长对孩子严格管教，孩子才

能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次，才是

所 谓 的 资 源 支 持 ， 提 供 好 的 物 质 条 件 等

等。

家长与其拼命择校，不如拼命做个好

家长。这其中，核心是让孩子培养良好的

行为习惯，比如自律。其实人与人优秀与

否的区别，就在于能管住自己多少，该学

习就学习，而不是放纵自己玩游戏、睡懒

觉 。 所 以 ， 我 们 经 常 说 ， 优 秀 是 一 种 习

惯，而不单纯是父母会辅导孩子什么，会

教孩子多少文化课。

另外，这种现象背后，又牵涉到国际

化教育与培养国际化人才。什么是国际化

人才？和一个英国人相比，和一个美国人

相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绝不是英语，

不是英国文化，而是汉语和中国文化。国

际化人才不仅要懂外国语言文化，更重要

的是精通中国文化。这是送孩子到国外读

中小学，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际间学生流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尽管中

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奔赴泰国，甚至柬

埔寨留学，就一定会轻松吗？就一定比在

国内更好吗？

至于逃避应试教育，留学泰国也很难

达成目的。应试教育的本质是教育的功利

化。虽然送孩子到泰国读国际学校，但如果

家长仍然以功利心待之，然后如报道中那

般积极参加各种培训，以博一个好成绩，上

一个好大学，我们岂不是把应试那一套搬

到了泰国，这哪里又谈得上逃离呢？

小留学生泰国留学热背后，实际是中

国家长过度的教育焦虑。留学泰国还夹杂

了异国留学的因素，对于小留学生来说，

不仅仅是学习问题，还有成长的问题。无

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过早的留学，尤其是

在没有父母陪伴情况下的中小学留学，对

于 孩 子 的 成 长 都 可 能 不 利 。 千 万 不 要 忘

记 ， 父 母 陪 伴 孩 子 健 康 成 长 才 是 第 一 位

的，不要本末倒置！

（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与其拼命择校 不如拼命做个好家长

负 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