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 用“出格”之举管教“熊孩子”真的有效吗？
从前天开始，诚诚在火车站“乞讨”的真人

真事在网络上发酵并引发热议。 不少网友对诚

诚爸爸的做法表示不解， 有人直言：“这个年龄

的娃以教育为主，不做作业要耐心开导，不是让

他大冬天一个人去讨饭，这样伤自尊。 ”也有人

担忧孩子的安全，斥责家长“心大”：“扔在火车

站，要是找不到、被拐走了，家长怎么办？ ”

平心而论，这些来自“局外人”的看似理智

且充满正义感的声音，并不让人感到讶异。 但让

记者印象更深刻的，是在很多社交平台上，有不

少家长认同诚诚爸爸的做法，甚至还为此点赞。

“单纯批评这位爸爸的肯定是未婚未育的年轻

人”“以前娃没上小学之前我肯定要批评这个爸

爸，现在娃上小学了，只想说‘理解万岁’”……

还有家长直言，诚诚爸爸做了“自己想做而不敢

做的事”。

在这场吸引大量家长的讨论中， 一个争论

的焦点就是，像诚诚爸爸这样的“出格”之举，对

于管教孩子究竟有没有用？

沪上一位 80 后家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她本人就采取过类似的办法，事实证明，真的有

点用。 “我的孩子曾经厌学，反复劝说仍然不听、

不想去上课。 于是我就利用周末时间，带孩子一

起去捡拾垃圾、卖废品。 ”让这位家长记忆犹新

的是，有一次，两人辛劳大半天才挣了几块钱，

孩子终于“感悟”，最后重回课堂。

从网友的留言和评论中不难发现， 面对家

里的“熊孩子”，支持采取一定“非常规”惩罚措

施的家长大有人在。 当然， 有人也发出善意提

醒，比如“孩子在新客站讨饭不安全，我都是带

着孩子到南京路步行街讨饭的”“对付这种熊孩

子不下猛药是不行的，但是给孩子多穿点，再暗

中观察”……

被父母赶出家门，“熊孩子” 就能 “改邪归

正”？ 也有网友用亲身经历反驳。 沪上一位老师

也给记者讲述了自己儿时的遭遇。 因为惹母亲

生气，她手里捧着一只碗被赶出家门。 “我以为

只有泪水填满了这只碗才能回家。30 年过去了，

我甚至忘记了为什么惹母亲生气， 但被赶出家

门的恐惧陪伴了我一生”。

三 问

携手上海歌剧院，和慧中国舞台首秀《图兰朵》
明晚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场

明晚起，经典歌剧《图兰朵》将在大剧院连

演三场 。 这是该剧在今夏揭幕迪拜歌剧院

2019—2020 年演出季后， 首度以更为强大的演

出阵容和升级制作回到中国上演———由上海歌

剧院院长许忠执棒， 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

慧饰演中国公主图兰朵。 这也是和慧在中国舞

台的图兰朵首秀。

作为在海外最负盛名的中国歌唱家之一，

也是唯一一位作为女一号登上米兰斯卡拉歌剧

院扮演托斯卡、蝴蝶夫人和阿依达的中国人，和

慧的加盟，让该剧在沪上未演先热。 开票信息一

经公布，三场演出门票便很快售罄，就连加座票

也是一票难求。

《今夜无人入睡》是许多中国人
对于歌剧的最初印象

此次演出的《图兰朵》由上海歌剧院与上海

大剧院联合出品，上海歌剧院制作。 昨天的彩排

演出中， 只见舞台上头戴金色头饰身着红色纱

裙的和慧，从廊桥缓步走到台中央，以图兰朵公

主形象亮相。

创作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图兰朵》是普契

尼最伟大的三幕歌剧， 同时也是他人生的最后

一部作品，是一部未竟之作。 取材于《一千零一

夜》，《图兰朵》展现了百年前西方人想象中的东

方传奇。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凭借其戏剧化

的情节、宏达华美的场景与神秘的东方色彩，成

为歌剧舞台的经典。

如果说剧中对于《茉莉花》的改编是西方作

曲家尝试将中国旋律推介至西方舞台， 那么剧

中《今夜无人入睡》的旋律则成为不少中国人对

于歌剧最初的印象。 上世纪末，导演张艺谋更是

携手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在北京太庙之中，上演

歌剧《图兰朵》，深墙宫苑成为该剧天然的皇宫

背景，一时引发不少话题。

去年上海歌剧院、 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的

《图兰朵》在上海成功上演。 主创希望在近百年

后的今天， 用更为符合东方审美与历史真实的

方式重新打造该剧的布景、服饰。 在此基础上，

今年 9 月，上海歌剧院与和慧首度携手，在迪拜

歌剧院 2019—2020 年演出季作为开幕演出上

演。 当晚，场内观众人数达近 2000 人，持久的喝

彩声中谢幕长达近 10 分钟。

20 多年间，她曾多次拒绝演绎
这个“中国公主”

正如业界所盛赞的那样，“只要她一开口，

便胜过千言万语”，和慧在舞台上对于图兰朵近

乎完美的演绎令人惊艳。 殊不知， 在过去的 20

多年从艺生涯里， 和慧多次拒绝演绎这个中国

公主的角色。

作为普契尼的经典之作， 图兰朵是歌剧舞

台上难度最大的角色之一， 始终游走在高音区

的旋律， 对于女高音歌唱家的演唱技巧有着极

高的要求。 凭借对《蝴蝶夫人》的精彩演绎，她成

功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同为普契尼旋律里的

亚洲女性角色，自然而然，邀约她演绎图兰朵的

剧院不在少数。

今年 9 月她在迪拜歌剧院饰演了《图兰朵》

中的中国公主。 对于艺术生涯迎来全盛期的和

慧， 一切来得刚刚好：“现在我已经充分准备好

迎接她了，这是一个挑战。 我会用我的演绎去表

现她从对爱抗拒到被真情融化的转变， 也同时

展现出她人性的一面。 ”也正是对于图兰朵一角

的挑战， 让她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抒情女高

音到戏剧女高音的华丽转身。

“打飞的”从意大利赴奥地利救场

2019 可谓是和慧艺术生涯大放异彩的一

年。 尤其是萨尔茨堡的救场，更是让和慧这个中

国名字，在欧洲主流乐界为之疯狂。

昨天排练前， 和慧对记者详尽披露了那惊

心动魄的六小时。 “接到电话时已过正午，我正

在意大利维罗纳排演《托斯卡》。 ”对方邀请她当

晚即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演出， 甚至提出动用

私人飞机，足见情况之紧急。 尽管首演过后就没

再碰过这部 《阿德里安娜·勒库费勒》， 尽管被

“救场” 的是当今歌剧界首屈一指的女明星安

娜·耐特布科，和慧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她先是回家拿了曲谱找艺术指导把作品

过了一遍 ， 随后拿上演出服 ， 就登上了飞往

萨尔茨堡的私人飞机 。 下了飞机她直接被送

往剧院与指挥、 乐坛排练。 整部作品甚至还来

不及全部排练完 ， 她就站上了正式演出的舞

台。 “一上场就是一个大的咏叹调！” 就是这

一个亮相， 这一开口， 镇住了原本冲着安娜来

的观众。 这一晚的萨尔茨堡， 为中国女高音歌

唱家而沸腾。

啼笑皆非里，尽显父母被作业“逼疯”的焦虑
把孩子丢在火车站“乞讨”、反绑双手辅导作业、把头伸进冰箱冷静……不少家长非常规育儿行为引热议

二 问 “野蛮教育法”不仅过激且有时涉嫌违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在 “本届家长” 中，

动不动就吓唬孩子 “不好好学习就去讨饭、 扫

大街、 送外卖” 的不在少数。

孩子能这样 “吓” 大吗？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孙云晓态度鲜明： 不赞同家长在教育孩子过

程中采取过激做法。

他分析说， 赶出家门、 大吼大叫的 “野蛮

教育法” 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 而且是对儿童

的伤害， 其危险程度难以想象， 这也是法律不

能允许的行为。 比如， 深夜把孩子赶出家门破

坏了孩子的安全感， 如经常如此， 可能导致孩

子长期缺乏安全感。

沪上一位知名小学校长分析， 家长把孩子

送到火车站，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长对此类孩

子教育已经出现了 “无效期”。 其实， 家庭教

育的失效并不是一日之功， 其背后的社会原因

和家庭原因比较复杂 。 他举例说 ， 如今的 00

后、 10 后孩子， 从小生活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

优渥的环境中， 很多孩子缺少学习的目标和动

力。 有时候， 即便孩子取得好成绩后， 家长用

“激励措施 ” 也很难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

“育儿这件事， 每家环境都不同， 每家都有一

本难念的经。” 在这位校长看来， 育儿通常是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些 “非常规” 的教育

方法哪怕在某些孩子身上产生奇效， 也不代表

有复制、 推广的意义。 身为家长， 一定要有清

醒的认识， 要绷紧 “冲动是魔鬼” 这根弦。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四
视点 5责任编辑/徐德祥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因为没写作业，父亲一怒之下，凌晨
三点将 10 岁的诚诚丢在了上海火车站，

而后绝尘而去。庆幸的是，警察接到报警
后把诚诚带回警局，一场亲子之间的“闹
剧”就此画上休止符。

近来，被作业“逼疯”的家长，“出格”

之举不少。 媒体接连报道，在杭州，吴先
生要将自己双手反绑后才敢给孩子辅导
作业，以免忍不住对孩子大打出手；在广
州，一位妈妈在陪孩子写作业时，被孩子
气得头昏脑涨， 索性把头伸进冰箱里冷
静冷静……

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育儿事件，不
仅在家长和教师群体中引发不小关注，

且动辄引发全面讨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围观“闹剧”

之时，和置身事外的“吃瓜群众”指责家
长教育孩子的行为过激不同， 有相当一
部分每天与孩子的作业斗智斗勇的中小
学生家长， 却对诸如诚诚爸爸半夜让孩
子在火车站体验乞讨的做法表示同情理
解，甚至“激赏”。

我们不禁想问：这届家长究竟怎么了？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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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的道理看似都懂，

但看似过激的教育方式为何还

会有不少家长声援？静安区闸北

第二中心小学校长赵蔚秋一语

中的：“家长们并非支持过激行

为，感同身受的是焦虑的情绪。”

“说白了，当家长没有更多

有效的教育方法时，就会将焦虑

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 ”二娃妈

妈何晴（化名）眼下开设了一家

面向家长提供正面教育、儿童礼

仪的培训班。 五年来，先后有几

百人参与了她的线下培训班，而

在线上接受培训的家长甚至过

万。“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有正

确处理亲子关系的需求，甚至连

家里的奶奶都成了培训班里的

常客。”毋庸置疑，这些家长都希

望成为孩子眼中的“完美家长”。

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 “家

长们有时候在辅导孩子做作业

过程中的过激行为，对激发孩子

的学习兴趣并没有太多帮助。更

多时候，反而是家长一种情绪的

宣泄。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主任陈小文说，人的成长有其

自然规律， 孩子成长是不断试

错、修正、再尝试的螺旋上升过

程。 教育学上有一种理论，即所

谓的“引导成长”，那就是设法帮

助孩子形成技能和习惯———这

些都是人类在社会中生存的高

级技能， 不能通过本能来完成

的，也不能通过发布命令让孩子

习得。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家庭教育是门艺术，家长必

须不断修习。

华东师大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研究所所长邓赐平认为，这一

代家长在教育孩子上 “不肯放

松”的心态，也与他们本身成长

经历不无关联。 “对 80 后、90 后

家长来说，他们自己曾遇到的升

学压力印象还未消散。为了有备

无患，他们会让孩子做更多知识

储备，这是这代人的普遍心态。”

而对教育的重视和焦虑，还

会呈现代际传递的特征。一位心

理学专家表示，家长也要学会与

自己的情绪平和相处。 “孩子的

发育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是呈

螺旋形的。 家长与其强行干预，

不如耐心等待，顺其自然。 ”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 家长在辅导孩子做作
业过程中的过激行为， 对激
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没有太
多帮助。 更多时候， 反而是
家长一种情绪的宣泄。 家长
们也并非支持过激行为， 感
同身受的是焦虑的情绪

■ 育儿通常是 “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 ”， 一些 “非常
规” 的教育方法哪怕在某些
孩子身上产生奇效， 也不代
表有复制、 推广的意义。 身
为家长， 一定要有清醒的认
识 ， 要绷紧 “冲动是魔鬼 ”

这根弦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由和慧（前排右）饰演图兰朵公主的普契尼歌剧《图兰朵》昨天向媒体开放排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左图：《这是为什么》。 天呈绘

苏州河42公里公共空间
明年贯通开放
(上接第一版）

魅力水岸的打造，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滨水区规划也必然要听民意 、 聚民智 、 解民

忧。 相关部门组织多场公众参与活动， 大家畅

所欲言， 共同探讨滨水区未来发展。 公共空间

建设倡导 “水陆并进” ———不只拘泥于 “水”

本身的治理 ， 而是融合 “陆 ” 的滨河空间建

设， 凸显 “河窄、 湾紧、 桥多、 楼密、 路近”

的水乡风貌特色， 引入丰富的公共服务、 绿地

绿化， 甚至大型文化设施， 让苏州河成为多元

功能复合的活力城区、 尺度宜人有温度的人文

城区和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绿色城区。

穿城而过的母亲河就像巨大的镜子， 映射

并记录着上海的历史变迁， 是时候让曾经的产

业重地回归到人文情怀寄托之地了。 从郊野之

河、 生产之河、 航运之河， 到安全之河、 生态

之河、 景观之河、 人文之河， 这份浪漫与诗意

久违了。

从技术平台到生活陪伴，

上海正成就网络视听领域
“以小博大”的创业神话

(上接第一版）

从云端到日常， 不少互联网视听内容已经

成为 “转角遇见它” 的城市人文景观。 声音经

济龙头企业喜马拉雅推出的线下 “有声图书

馆” “朗读亭” 等项目， 为城市行者提供了一

个放下匆匆脚步 ， 释放阅读 、 朗读渴望的场

所。 在这些城市空间中， 市民可以参与朗诵经

典的文化活动， 还可以录制有声明信片， 传递

阅读的感悟。 围绕上海绘梦动画的作品 《狐妖

小红娘 》， 杭州还推出了专属城市旅游路线 ，

虚拟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以及代表性场景， 成为

现实生活里有待市民挖掘的小 “彩蛋”。

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周主办方指出 ， 下一

步， 将鼓励网络视听企业与产业内外部紧密合

作 、 多元互动 、 增强协同 ， 形成以 “网络视

听+” 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 鼓励网络视听核

心企业与网络文学、 动漫、 网络游戏、 电竞、

电商 、 影视业 、 智能硬件 、 旅游 、 体育 、 演

艺、 教育、 文化创意、 金融等产业之间协同共

振 ， 推动网络视听成为互联网综合性服务工

具， 为各行各业改革发展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