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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色覃岚女士的朋友圈里，儿子
已经“失踪”快两年了。

曾经一度，覃岚也是朋友圈的晒娃狂
人。儿子过个生日、在幼儿园参加个活动，
甚至换个新发型，她都会饶有兴致地拍上
九宫格发朋友圈，并认真配文。尤其是儿
子8岁那年，初学软笔书法时的一组作品，
引来众多亲友在朋友圈围观，评论区全是
诸如“小小年纪，笔下已经见风骨”“小书
法家真棒”之类的赞美，覃岚此后便隔三
差五晒儿子的作品给亲友品鉴，动辄近百
条点赞和评论，让她成就感满满。

随着孩子升入小学高年级，覃岚每天
面对儿子时的心情，渐渐从百看不厌转变
为看见就烦。身为辅警的她平时上班雷厉
风行惯了，可每天辅导孩子作业，儿子边
玩边写的拖拉劲儿把她折磨得没了脾气。

覃岚不仅对在朋友圈晒孩子学习毫
无兴趣，而且对儿子擅长的篮球、书法领
域取得新进步，也渐渐失去了晒的热情。

“原来觉得儿子挺有才的，后来发现他班
上很多孩子都多才多艺，有弹钢琴的、跳
拉丁舞的、练跆拳道的，现在大家都不怎
么晒了，担心自己孩子‘三脚猫功夫’晒出
来贻笑大方”。

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女士
儿子今年已经读小学六年级。儿子 4岁那
年报跆拳道兴趣班后，刘女士结识了一帮
同龄孩子的妈妈。她发现还没有给孩子报
兴趣班之前，妈妈们基本上以晒孩子的吃
喝玩乐为主；4-6岁孩子上小学之前，以晒
孩子参加各种辅导兴趣班，参加各类证书
考试的成绩为主；孩子上小学后家长晒得
比较多的是给孩子辅导作业、孩子考试考

砸了的各种苦恼。
“期末考试后到学校放寒假之初的一

段时间，必定是一年中家长们朋友圈‘晒
娃’的高峰期。”刘女士说，这段时间，除了
各种晒奖状、晒成绩、晒奖励的，还有类似

“答应孩子考到年级前10名就带他来迪士
尼，来兑现承诺了”的花式晒娃。

刘女士表示，大部分妈妈都会在孩子
上高年级之后，逐渐进入晒娃倦怠期。因
为班上孩子的成绩越拉越大，还有很多家
长在孩子低年级时立的各种 Flag(意指公
开树立的目标)被现实打脸，进入中年危机
的家长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晒娃有时候还
不如晒晒阳台上养的花花草草——在子
女教育的问题上，不是一分耕耘就会有一
分收获，也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相应正确的
解答。

1 从热情满满到逐渐倦怠的朋友圈晒娃

“四年级蒸发现象”的背后
山东淄博的艺考辅导老师张驰在近

一个月 30多条原创分享中，仅有 3条与 8
岁儿子相关，与儿子小时候换一块尿不
湿、咬坏了一只奶嘴都要发条朋友圈“昭
告天下”相比，现在她的朋友圈里关于亲
子互动日常的分享，显而易见地变少了。

张驰认为，与其说是“四年级人间蒸
发”现象，父母“晒娃”频率降低了，不如说
一方面，孩子的时间不再单纯为父母所
有，娱乐时间被学业越来越多地挤占，也
越来越“吝啬”与父母分享；另一方面，来
自工作和家庭密不透风的压力让父母也
越来越“难顶”，柴米油盐都管不过来，哪
里顾得上和孩子吟诗作赋？哪怕是周末，
她和儿子也要在英语口语、硬笔书法、篮
球和画画几个特长班之间辗转，甚至每一
分钟路上的时间都被掐着表计算。对亲子

相处乐趣的探索热情，就在这样重复的每
一天中被渐渐消磨。

在杨樾看来，大多数四年级以上孩子
的家庭都是不快乐的，即使孩子学习不用
操心，家长还要为了小升初和其他各种问
题而焦虑，更何况学习不用操心的孩子比
大熊猫还要少。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问
题，即便学习不用操心，还有别的问题，哪
个家长也不会跟别人说自己孩子让人发
愁的一面，所以不说话的成了大多数，既
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也不愿说孩子不好，
就干脆不说话了，渐渐就形成了“四年级
蒸发现象”。

除此之外，随着孩子年龄渐长，步入
青春期，叛逆逐渐严重，使得亲子互动不
如从前那般亲密，也是孩子年龄越大，家
长越少“晒娃”的原因之一。

山东青岛的王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
今年初三，小女儿才上二年级。在王林的
带领下，小女儿从学前班就养成了每日背
诵经典古诗词的习惯，现在已能熟练背诵
高中课文《琵琶行》《将进酒》等名篇了。王
林热衷于将小女儿背诵诗词的时刻拍成
视频，上传到朋友圈，每日打卡。

但与小女儿的每日视频打卡不同的
是，大女儿鲜少在王林的朋友圈露脸，且
她似乎对王林的镜头避之唯恐不及，妹妹
和爸爸一起录视频，为了避免不小心入
镜，她干脆关上门躲在自己房间里。王林
颇有些无奈地解释，现在就是要趁小女儿
还愿意同她亲近的时候，多为小女儿的成
长做个记录，“不然等她也到叛逆期时，话
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更别说开开心心地一
起拍照了”。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
会会员、杭州市拱墅区青少年宫书记
张敏认为，很多父母在朋友群“晒娃”
乐此不疲，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当成了
表现自我价值的工具，特别是当父母
在朋友圈公开用立目标的方式，来促
使孩子按照其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时，
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两方面的负面影
响：

一是“晒娃”时忽略孩子的心理感
受和精神层面的个体成长，把孩子的
个体尊严弱化成用来炫耀的物件，“很
多人成长的力量来源于被爱，但当一
个人只有成绩好才‘被看见’‘被爱’
时，孩子往往看不到自我的内在、精神

和情绪，从而失去自我”。
二是家长私下暗暗比较可能会使

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导向发生偏离，尤
其父母在朋友圈等公开的条件下，试
图用外部的奖励或惩罚刺激孩子成长
时，会潜移默化使孩子认为自己的努
力是为了父母的颜面，无法真正意义
上地调动孩子成长需要的内在驱动
力。

“最好的教育永远是自我教育，
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实现自我觉醒和
自我教育。”张敏说，他在朋友圈或
公众号上“晒娃”前，一定会征得 9岁
儿子的同意。当孩子看到父亲所发
的内容时，会主动和父亲说“爸爸我

感觉您发这些东西有炫耀的感觉”，
这时张敏会对儿子做价值观的引导，
向儿子解释自己此举“一是为了做一
个记录，二是希望把你积极正面的态
度影响更多的人”。“晒娃”需因孩子
而异，但科学“晒娃”离不开尊重孩
子，保护孩子隐私，还有把握“晒”的
度和价值导向，正如适宜的阳光对人
身心有益，但过度地暴晒则会带来不
好的影响。

网友“浮世闲散懒人”调侃自己养
娃的过程就像游戏练号，“家有初一狗
崽子的过来人告诉你们，不在朋友圈
晒娃那是因为已经越看越嫌弃了，感
觉号已练废”。从娃出生到成长的过程

里，要不断输出加氪金(游戏用语，意
为充钱)，升级很慢，氪金很贵，而且并
不以自我的意愿为转移。

但同时，她也表示，带娃是种历
练，孩子长大，自己也会成长。她说，现
在孩子已经小有所成了，“虽然功课一
塌糊涂，但是日常生活非常棒！会做家
常菜，会简单的烘焙……”她觉得家长
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控制好自己的情
绪，不过分要求孩子，顺其自然，虽然
并不知道“这株小苗”会开出鲜艳的
花，还是生出一根狗尾巴草，但生活总
得有美好的期待。(应受访者要求，覃
岚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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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晒娃”离不开尊重孩子

0-6 岁天天晒，孩
子干啥都可爱；

一二年级经常晒，
孩子得表扬了、戴红领
巾了、当上卫生委员了；

三年级偶尔晒，晒
孩子写的作文、画的画，
开始抱怨辅导不了了；

四年级开始消失，
几个月晒一次；

五年级不晒了，抱
怨陪着写作业“折寿”，
为心脏支架降价欢呼；

六年级完全消失，
什么话都不说了，就像
没生过孩子一样……

前不久，亲子育儿专
家杨樾的一段文字引发
不少家长的共鸣。

杨樾经过长时间的观
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超七成的孩子在四年
级之后，在父母的朋友圈
中“消失”了，等你下一次
看到这些“蒸发”的孩子，
也许他们已上大学了。

为什么随着孩子年
龄的增长，父母在社交平
台上晒娃的热情越来越
低？是“神兽”进入青春叛
逆期，让头疼的父母没有
了想晒的欲望；还是孩子
的学习从让人操心到让
人灰心，让部分原本‘嘚
瑟’的家长失去了晒娃的
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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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