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琳琳小喵眯：去超市买糖，问老板
“有珠穆朗玛吗？”，二人对视沉默。意识到
可能说错，又问“有喜马拉雅吗？”，二人又
对视沉默。老板说，“你是要阿尔卑斯吗？”

@Evelyn：早上我觉得天气还行，就穿
着短袖出门了，下楼时遇见一个邻居穿着
毛衣出来的。我们俩彼此看了三秒，她又进
去了，我也回来了。五分钟后，我们又遇见
了，她穿着一件短袖，我穿着一件外套。

@南九：闺蜜腿受伤了，我去医院看
她，她两眼发红地说：“找男人要看清楚点，
像我老公这样的，千万不能要。”我一惊：

“腿是他打的？”她恨恨地说：“今天他居然
敢躲，我一脚踹桌子腿上了。”

@xiangyu：前女友来电，向我推销保
险。我说公司帮我买了，不需要。她还是给
我推荐了一个意外险，然后说：“这个连雷
劈的都能保，你想想，你以前发过那么多
誓，考虑一下呗。”

据新浪微博

11 孩子不上幼儿园“闲逛”

微笑话

@苏芩：找伴侣就要找大度，大气的，一
点亏都不肯吃的人，说一万遍“爱你”也别信。
爱你的人会心甘情愿输给你。学会了迁就，懂
得了忍让，才能证明深爱着你。他给你的或许
不多，但有了宽容，就等于给了你全部。

@《半山文集》：不提升自己的认知，有了
新的认知又不去践行，这样的大脑根本长不
出任何的新东西出来，人无法遇见自己大脑
里没有的东西，即使遇见了也不会相识。这样
的大脑经常遇见的不是“倦怠”，就是“烦腻”，
或者就是“转瞬即逝”。

@《小王子》：我呢，我拥有一朵花，我就
天天给它浇水；我拥有三座火山，我就每个星
期给它们疏通清理。我能做对火山、对花有益
的事，才叫做拥有它们。

@张小砚：后来许多人问我一个人夜晚
踟蹰路上的心情，我想起的却不是孤单和路
长，而是波澜壮阔的海和天空中闪耀的星光。

微语录

微趣图

“妈，开门！我带朋友来家里玩了！”

不上幼儿园还推迟一年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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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不上幼儿园，跟着妈妈闲逛
（2015 年）；弟弟不上幼儿园，也跟着妈
妈闲逛（2021 年）。不上幼儿园，满大街
闲逛，姐弟长的是见识，妈妈长的是年
纪。”近日，重庆网友“黄野鹿”在某平台
发布了这样一段话，并附上了她和两个
孩子逛街的照片。

此文立马引发网友热议。记者注意
到，截至目前，该文已有 14 万多的展现

量。“我的天……”“幼儿园学习的是集
体生活，还是不能缺少的”“闲逛长见
识，第一次听说”……不少网友参与讨
论。除了惊讶，部分网友也表达了质疑。

网友黄女士说，“自己的两个孩子
不上幼儿园确有其事。现在女儿已 12
岁、上六年级，儿子今年 5岁。”

对 于 网 上 引 发 的 热 议 ，黄 女 士 表
示：“评论区里各种观点和思维碰撞，非

常有意思。同时，这也说明，孩子的成长
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网友们的各种质疑，黄女士也一
一进行了回复。比如，有网友提到“幼儿
园学习是集体生活，还是不能缺少”，黄
女士回复称：上小学后，他们会有十几
年甚至更多的集体生活，不用着急；对
网友提到的“孩子需要和同龄人相处”，
她也淡定表示，多的是相处机会。

这样的教育方式你怎么看？

据了解，黄女士还让女儿优优晚上
了一年学，优优本该 6 岁上小学，却推
迟到 7 岁才上。“我们家早就开始了‘双
减’，减掉孩子上幼儿园，减掉孩子一年
的入学时间。”黄女士说。

不过，这一年的时间，优优并没有
纯玩，而是去了很多地方。黄女士介绍，
春天时，优优在草地上晒太阳、运动，还
和她一起朗读关于春天的诗歌；夏天
时，优优到飞行员舅舅工作的地方感受
军营生活，还去森林感受大自然；秋天
时，又去到藏区，感受天路；冬天，去厦
门看大海。“周末有时间，我还会带她去
看演出，感受昆曲、芭蕾……”

黄女士说，优优上一年级时，很快
就适应了班级生活，而且表现还特别
好，“老师很快就喜欢上她了。”课余，优

优还和黄女士共同制作了原创绘本，用
绘本的形式来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这个过程中，参与其中的黄女士的
父母也很有感悟：“孩子是否上幼儿园，
关键在于照看孩子的大人能否承担起
责任。我们在两个孩子身上看到的成长
效果，显然要优于上幼儿园。”

黄女士说，她赞同父母的声音，孩
子是否上幼儿园，必须根据孩子的实际
情况和各自家庭的情况，以及当地幼儿
园的状况来决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能以偏概全“复制粘贴”，不用争
执孰好孰坏。“上幼儿园到底好不好，我
不做定性评价，我只是找到了一条适合
自己孩子的成长之路。”

心理干预实战专家、英国心理学会
特许咨询心理学家陈志林表示，孩子

3～6 岁是同伴依恋培养的关键期，也是
社交萌芽的阶段。

他表示，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
况。有条件在家照顾孩子，可以选择不去
幼儿园，毕竟幼儿教育不像小学和初中
那样有一定难度。但需注意的是，幼儿园
的环境有利于同伴交流，可更好培养孩
子的同伴依恋。同时，幼儿园提供的环境
相比家庭来说，内容更多样、更有趣，也
更适合孩子认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孩
子的每个时期都需要进行良好的引导，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而专业的托幼
机构才能更好地做好这件事。

另外，家长教育培养孩子，不能看
重当前，而应着力于长远，注重孩子素质
教育的发展，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

据《重庆晚报》

“此闲逛非彼闲逛，不让孩子上幼
儿园，是让他们在兴趣中接受教育。”黄
女士解释说，女儿 4 岁时曾上过一天幼
儿园，不过女儿似乎不开心，家人为此
展开了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不让女儿去
幼儿园了。后来，儿子出生，不去幼儿
园也顺理成章了。

她透露，自己是一名语文老师兼班
主任，父母也都当过老师，一家人对孩
子实施兴趣教育应该没问题，在孩子不
上幼儿园的时间里，他们会用各种情景

来引导孩子。
比如：孩子第一次学习数字，是从

乘公交车时使用人民币和看车牌数字
开始的；在户外看绿树、草地、鸟儿，借
助一次次相关对话来开发孩子的想象
力和智力；看到孩子对识字有机械记忆
抗拒，就让孩子说反义词来增加印象
……黄女士说，现在，儿子有着很强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家就是他最好的自
由创作空间，比如番茄酱洒了，儿子会
把怪兽放到附近，然后说：“怪兽厮杀，

倒在了‘血泊’中。”
此外，儿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幼儿园

——乡下婆婆家。“那儿可以尽情撒欢，
看鸡遛狗，饿了有婆婆用大锅做的丰盛
菜肴，还有出自灶头沾着草灰的烤红
薯，坝子里还有长寿特产沙田柚。”

原来，为了儿子的教育，最近黄女
士试着把儿子送到乡下婆婆家玩，“目
前效果良好，儿子回家后睡得格外早、
格外香。因此，我每周都送儿子去婆婆
家玩一次。”

近日，一位母亲把自己的一

份教育经历发上网，引发了网友

的热烈讨论。

原来，这位母亲在征得家人

同意后，没送两个孩子上幼儿

园，而由家人通过各种方式引

导、启发孩子。比如：孩子学数

字，家长就引导在公交车上看人

民币或车牌号；学汉字，不用机

械记忆，而用反义词来增加印

象；带着孩子去各处旅游，体验

更广阔的世界……

22 让孩子在兴趣中接受教育

33 家里提前实现“双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