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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职儿女”的话题引
发了诸多关注与热议。

在不少短视频里，一些年
轻人分享了自己成为“全职儿
女”的日常，他们通过陪伴父
母、做家务等方式，通过付出一
定的劳动换取来自长辈的经济
支持……

男子在家当“全职儿子”
父母每月“开工资”

张女士今年 68 岁，她的独
生子李昊（化名，后称小李）今年
40 岁，原本在上海有一份很好
的工作。6 年前，张女士生了一
场重病，小李为了照顾张女士，
断断续续请了将近两个月的假
期。张女士病情痊愈后，小李回
到单位后没过多久就辞了职，成
为了“全职儿子”。

“当年我是反对他辞职的，
他的工作曾经是我的骄傲。但是
他的工作压力太大了，上海生活
成本也高，不忍心看到他那么痛
苦，就随他了。”张女士告诉记
者。

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李
在家也积极地寻找工作，但由于
两年的竞业限制，很多匹配专业
的工作都无法做。两年下来，小
李找工作的热情也就淡了下来，
如今已经成为了“职场忠诚度”
百分百的全职儿子了。

每天早上，小李会给父母
做早饭，然后给家里大扫除。有
一点洁癖的小李能把家里的每
一道缝隙都打理得干干净净。

大扫除后，就是做午饭和晚饭，
除此之外，小李的时间就是自
己的了，炒股、锻炼、看书，每天
晚上还会陪父母一起散步、遛
狗。

张女士和老伴的退休工资
加起来每个月有 11000元左右，
每个月他们会给小李 5500元的

“补贴”。小李吃住都在父母家，
花销很小，交完社保后竟然还
能存下一笔钱，他说：“以前月
入两万在上海当月光族，现在
需求和欲望都放低了，反而有
了存款。”

“除了有点愁儿子找不到老
婆，我们家的情况其实还挺让人
羡慕的。”张女士乐呵呵地说，

“但单身有单身的幸福，只要内
心接受了，我比大部分空巢老人
可幸福太多了。”

“全职儿女”突然增多
算啃老吗？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类似
的“全职儿女”已有较多存在，在
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对于“全职儿女”这一社会
现象，国内已有多个媒体予以报
道关注。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

“全职儿女”和“啃老”还是不同
的，“啃老”是年轻人呆在家里，
什么也不干，就靠父母养活自
己。而“全职儿女”，则是把照顾
父母，做家务作为自己的“职
业”。就好比一些“全职太太”，辞
职在家，教育孩子，照顾家庭，虽
然没有“正式工作”，但也是在为
家庭作出贡献，并省去雇佣保姆

的费用。
有人指出，“全职儿女”的增

多，也是受到了多方面的宏观的
社会背景影响。其中，最主要的
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等待就业
的年轻人不断增长。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被照顾。
2021年，中国正式进入了“深度
老龄化”社会，64岁及以上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 14%，
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4.9%。

在不少年轻人以及其父母
看来，当前，年轻人步入社会的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对比起来，
在家做全职儿女比“用健康换
钱”的职场要香得多，不用早出
晚归，在家即可上班，钱多事少，
离家近，没有职场内卷，还包吃
包住，还能省下请保姆照顾父母
的费用……

转身做“全职儿女”
过得怎么样？

回归家庭后的“全职儿女”
们究竟过得怎么样？实则如人饮
水冷暖自知。

有网友直言，背后有巨大的
就业焦虑：“如果能去找到理想
工作挣高薪，谁愿意在家里躺平
呢？”

也有网友说，很享受现在的
家庭生活，“一家人其乐融融，太
幸福啦”。

有网友在踩过不少工作的
“坑”后，最终选择回家做起了
“全职儿子”，他表示：“自己只是
回家疗伤，疗好伤再杀回去也是

可以的。”
也有网友说当上“全职儿

女”后，感觉自己的价值感很低。
“父母偶尔会流露不满，自己明
明觉得不舒服，却根本没有任何
反抗的底气，因为确确实实还在
依靠别人。”

对于“全职儿女”，记者还采
访了心理咨询师孙媛媛。孙媛媛
认为，年轻人选择成为“全职儿
女”是非常能够理解的选择。不过
在外人眼里，“全职儿女”无需工
作，在家里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
但其实冷暖自知，过得好不好只
有自己清楚。全职儿女与父母一
起居住，长久下来，也会因为价值
观、生活习惯等方面，造成家庭矛
盾。另外，全职儿女家庭可能还遭
受亲戚的冷眼或不理解，这些都
是压力。然而在网上，压力和困难
被掩盖，职场的苦、家里的甜才是
被大众所看见的。

对于“全职儿女”的现象，我
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对这一现
象的美化，并忽视了其背后的社
会因素：比如年轻人的社会压
力，社会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以
及家庭、职场之间的平衡等。要
更好地应对这个问题，需要多方
的共同努力，政府应该建立健全
老年照顾和残疾帮扶等公共系
统，让年轻人在外打拼时没有后
顾之忧；而家庭也应当创造更和
谐的氛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理
解，给予年轻人去独立面对生活
的勇气；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保持
乐观积极的心态，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不断尝试，不轻言放弃。

据《北京青年报》

作为学生和家长的“大考”，
高考已逐渐转变为包含备考“持
久战”、应考“速决战”、考后“信
息战”的“总体战”。作为其中关
键环节之一，高考志愿填报指导
服务已成为部分家庭应对考后

“信息战”的重要选项。但这项指
导服务究竟“能不能用”“该不该
用”“怎么使用”“如何避险”，已
成为热议话题。对此，笔者建议
考生和家长做到“知己知彼”“量
力而行”“科学统筹”，根据自身
情况理性判断是否选择该服务。

机构渲染焦虑
考生应避免盲目消费

对于多数准备选择志愿填
报指导服务的家庭而言，面对高
考招录新规则时的“毫无头绪”，
是诱发其消费的主因之一。为
此，了解自身“需要什么”及机构

“能做什么”，是考生及家长避免
盲目“入坑”的第一道防线。

笔者通过调研梳理发现，多
数相关指导服务机构目前基本
上做了三件事。一是对高校综合
概况、相关专业发展潜力、学生
一般发展方向进行模块化的初
步分析。其间，机构主要通过集
中收集公开信息对家庭认识盲
区进行补白，形成考生及家长对

具体高校、专业的基本印象和选
择倾向。二是对学生进行职业生
涯相关测评。机构大体采用成熟
量表或相关软件描绘考生的职
业兴趣、职业能力、综合素养等
指标，让学生对自己潜在的发展
方向建立初步认识。三是依据考
生分数，并结合历年招生分数进
行志愿匹配，预估考生录取院校
层次和专业志愿组。但此种匹配
只是预估，与具体院校、专业的
录取分数波动无法完全对应。

志愿填报服务市场之所以
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存在巨大的
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对称，由此
催生了专业服务的需求。但需要
指出的是，在主要信息源公开可
见的情况下，是否选择购买服务
需理性对待——自己是否有能
力、有精力运用机构提供的方法
自主作业？万不可盲目相信机构
的焦虑渲染与自我包装。

量力而行
避免冲动消费

多数准备选择指导服务的
家庭，通常是希望在志愿填报过
程中“不留遗憾”，也或怀有“捡
漏”的侥幸心态。为此，了解自身
实际和国家法律法规是考生及
家长避免冲动“入坑”的第二道

防线。
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实际上

是机构或个人针对考生和家长
诉求开展的营利活动，消费风险
始终存在。要知道，绝大多数指
导服务是在考生已经获知考试
成绩后启动的。在学校、专业倾
向明确的前提下，“捡漏”是小概
率事件，为此支付高额服务费用
性价比极低。广大考生，特别是
家长一定要结合家庭经济实际
情况作出理性决策，切不可相互
攀比，冲动消费。有时候，看似

“不留遗憾”的选择，实则事倍功
半、加重考生心理负担，甚至不
利于养成子女健康消费观和价
值观。

对于部分低分段考生和其
家长而言，还应注意“假指导、真
中介”“低分高录”等一系列陷
阱。考生和家长要明确高考志愿
仅涉及普通全日制招生。凡服务
机构鼓吹的非全日制学历教育，
都是为社会办学机构“拉人头”，
其推荐的留学项目也均为商业
中介。我国高考录取有严格的法
律法规和制度规定。高考志愿依
法按照排位从高到低投档，并不
存在人为操作的可能性。换言
之，任何机构提出的保证录取承
诺都是骗局，任何机构吹嘘的

“与高校招生机构约定”及“低分
高录”等“特殊渠道”也均不可

信。

科学统筹
完成自主填报

由于许多考生和家长对各
院校的专业设置、具体学习内容
及未来就业等情况并不了解，填
报志愿时比较迷茫；再加上一些
机构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营
造出一种“填报志愿必须找专业
机构”的社会假象，容易给考生
和家长造成误解。那么，考生和
家长能在不依赖机构的情况下
自主完成志愿填报吗？又有哪些
渠道可以保障自主填报的科学
性与可靠性呢？

笔者认为，广大考生和家长
可以利用公开数据和免费工具，
实现目前绝大多数机构提供的
核心服务，这也是避免考生及家
长“入坑”的第三道防线。家长只
需提供合理意见参考和适时疏
导，确保数据准确、操作谨慎、决
策科学即可。事实上，所谓填报
软件依靠的大数据，均为学校官
网、教育部网站和阳光高考平台
上的公开信息。

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关
心的高校、专业信息和志愿匹配
问题，应首先关注由各省级地方
教育考试机关官方网站发布的

公益性“高考志愿辅助系统”、各
地发布的普通高校志愿填报指
南以及高校官网招生网页等。一
般来说，官方开发的“高考志愿
辅助系统”兼具权威性、便捷性
和精准性。在功能上，这些系统
可以满足各地考生查询各校招
生简章、在地招生计划、历年各
批次控制分数、“一分一段表”、
上一年度各高校专业组本地录
取最低分及累计人数等基本信
息。不仅如此，部分地方系统还
具备筛选功能，考生可以根据成
绩、排名、专业等相关信息，筛选
符合条件且有意向的院校，模拟
生成志愿填报草稿，为最终决断
提供参考。对于尚未开发类似系
统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

“大学生就业在线”“掌上高考”
等小程序开展院校对比、专业对
比。这些程序也设有专业咨询、
模拟填报等模块，同样能起到辅
助决策的作用。

同时，各省市每年都会发布
普通高校志愿填报指南，这是各
地覆盖率最高的志愿填报工具
书，权威和准确性毋庸置疑，也
是部分不熟悉互联网或数字工
具的家长了解相关志愿信息的
主渠道。仔细阅读分析相关志愿
信息，是报好高考志愿最有力的
支撑之一。

据《光明日报》

知己知彼，避免盲目消费

高考志愿填报 莫被“专家”忽悠

40岁男子在家当“全职儿子”，父母每月给开5500元“工资”

“全职儿女”突然增多，算啃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