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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家人聊聊 不知如何开口
原来平时聊得少，连开场都成了困扰

“爸，我想和你聊聊。”
“说吧，要多少钱？”

小彤和爸爸的对话就在
这样的错位中无疾而终了。
虽然有点像段子，却是真实
发生的开场白，让小彤不禁
苦笑。爸爸的“慷慨”让她
不知道如何把话题进行下
去。

对于微信上发布的“暑
假，和家人聊聊天”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的征集令，触动
了一些少年的心。可他们在
酝酿谈话的过程中，也遇到
了和小彤一样的困惑——对
于有网友表示：“想不好怎
么开场？”“我和妈妈聊了不
到10分钟就没话了！”他们
这才发现，和家人慢慢疏
离，谈话不多，最直接的副
作用是，想聊聊时却不知道
怎么开口了，开了口也仿佛
无法深聊下去。

当聊天征集令发出后，几位
实习生首先领走了“任务书”。
但几天后，他们表示：“谈话尚
未成功”。

小麦说，那天晚饭时间，她
试着对父母说，“我们聊聊吧。”

父母突然停下筷子，神情紧
张。“麦麦，出了什么事？”

“有什么麻烦跟妈说”“是感
情出了问题吗？”一连串问题劈
头盖脸过来，吓得她不敢往下说
了。

“看来真是我太久没有主动
和他们聊天，也难怪他们会条件
反射地认为我一定是出了什么大
事。”小麦事后“自我检讨”。但
其实那天她自己也没有想好要和
父母聊什么，只能草草应付了几
句就埋头吃饭了。

小王则想着要不和父母去哪
里避个暑，家庭出游应该会是个
聊天的好机会，她问父母有没有
好建议，爸爸说：“大小姐你的

安排才是安排，我们都随便呀，
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她
说自己挺不喜欢爸爸这样的口
气，这种别扭的情感表达反而让
她觉得没法好好交流了。

即便父母先开口了，谈话也
会因为话不投机戛然而止。

另一个男生说，周末他呆在
空调房里玩电脑，妈妈总是要来
啰嗦：“不要整天窝在空调房
里，我们那个年代……”没等妈
妈把话说完，他就烦了，“都说
了是你们那个年代，现在时代不
同了好嘛？”虽然之后他也为自
己话太冲而后悔，“这本来或许
是个了解母亲当年的好机会。”

男生坦言，其实他并不是反
感妈妈总是提到的“那个年
代”，就像他刚刚津津有味地看
完《陆犯焉识》，“很多时候我宁
可从文学作品里了解父母曾经经
历过的时代，却不愿意耐下心来
听他们忆当年。”

少年遇到的困惑——

我不知如何开场 没有耐心聊下去
社会学家的提示——

正因为存在交流困境 更要深度聊一聊

同学们遇上的交流困境，在
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平看
来，都是意料之中的。

“孩子会眷恋着父母带来的
一切包容和温暖，他们如此地爱
他们，但爱并不是认识，也不是了
解，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以爱之
名，故意地不去认识，不去了解。”

“造成交流上的疏离，是长期
以来家庭交流和互动方式的结
果，所以即便有成员意识到了并
且想去打破，也不可能立即改
变。”王平说，这时的突破就需要
更有巧妙一些。

“首先要自我说服，不要让固
有暗示比如‘他们很烦’、‘他们不
懂’影响自己的情绪，当然，最好
从以前已经有沟通基础的内容开
始，或者从自己的经历聊开去。”

王平建议，比如对于大学生，
你在经历大学生活的时候，想不
想知道父母和你同龄时又在经历
什么；或者你有没有去注意过，你

们离开家的日子里，爸妈过着怎
么样的生活……

此外，有几位小伙伴的实践
反馈或许也能给你一些启发。

小冯同学说，他和父母的交
流都是在遛狗的时候，“想和他们
聊聊的时候，我就喊他们一起去
遛狗。”王平也赞成，类似日常活
动的铺垫会让沟通更自然，“比如
陪家人购物、散步，帮他们一起做
家务，或是在家庭出行时。”

璐璐开学就大四了，她最烦
父母让她去相亲。后来小姨告诉
她，她父母当年也是相亲认识
的。她故意在不同时间分别向父
母打探，然后惊奇发现，“他们的
讲述不一样”，这下她来劲了，打
算去找更多的证词，去证明“是他
们的记忆偏差还是谁所有隐瞒。”

“不管怎样，有了交流的意
愿，并能迈出第一步，总归是好
事。”王平说。

那么，和家人接着聊聊。

■■ 看学界看学界

近日，教育部发布《高校
体育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其
中规定，毕业时，大学生体育
成绩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处
理，即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
证。学生体质测试成绩将列
入档案，作为评优、评先的重
要依据，这意味着若体育不达
标，学生将无法得到奖学金。

新规一出，不少大学生捶
胸顿足，大呼救命，宅太久了，
这可咋办呀？

学业压力和宅文化
阻碍体育锻炼的两大杀手

“对于部分大学生来说，体
育锻炼或许是一种负担。现在大
学生的身体素质是逐年在下
降。”浙江工商大学从教体育教
学三十年的葛惠华老师不禁感
叹。

吴瑞东，是浙江工商大学大
三的学生，在朋友圈里是公认的
学霸，身高 170厘米，体重却只
有54公斤，挺挺的鼻梁上架着一
副厚厚黑框眼镜。上大学以来除
了体育课，他从不锻炼。大一开
始，只要有空就自己一个人耗在
图书馆或者待在自习教室里。现
在正在努力准备考研的他更是没
有闲暇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吴
瑞东说，每天从白天复习到晚上
已经很累了，只想赶紧回寝室洗
洗睡，哪还有心思去锻炼。

像吴瑞东一样的同学在高校
里面挺多，不是对体育不感兴
趣，而是平时学习压力较大，导
致没有时间去参加锻炼。

当然，除此之外，“宅”文
化的蔓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大学里，网络是个比体育运
动更能吸引人的打发时间的途
径，通宵打游戏、看剧的人大有
人在。

小林在大学里是个典型的宅
女，平时一放学基本上都在寝室
待着，很少出去外面运动。“现
在我们对于体育课的态度，就是
为了在期末考试中尽量取得过得
去的成绩，并没有把体育作为自
身的爱好来发展。”小林说。

从现在开始锻炼
体育达标不是难题

面对新规，小林这些天开始
每天早上跑步健身，但是对自己
是否能够通过体测她一点信心都
没有。

“从小体育就不好，大一大
二又全宅着，体育课也是应付应
付，这可怎么办呀？”小林说，
才跑了两天步就感觉吃不消，特
别着急。

“新标准规定若体测达不到

50分，就不予毕业，这让不少大
一、大二学生有些担心。其实，
要想测试达到50分以上，并不是
一件难事。”葛惠华说，只要同
学们能摆正主观意识，提高体育
课的效率，平时稍微加强锻炼，
体侧达标就不是问题。

虽然新标准的主要目的在于
促进大学生体育与德育、智育、
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但是有些学生为了取得好成
绩，会萌生出不良的想法，找人
代考，弄虚作假，这严重违背了
体育锻炼的初衷。

某高校体教部主任表示：
“只要学生好好利用课余时间，
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都能顺利通
过，不用担心通不过。新规硬指
标的初衷是促使学生重视体育锻
炼，提升体质还是应该从培养大
家的运动乐趣入手，多一些创新
方式来吸引学生参与。”

目前，部分的高校基本上都
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学校的决策有
机结合，学生们也能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来挑选自己热衷的课
程。

教育部新规定，体质不达标不发毕业证 不少大学生大呼——

临时抱佛脚 还来得及吗

日前，财政部、教育部、中
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四部门联合
发出通知，决定自 7 月 1 日起，
调整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进
一步细化资助比例。国家助学贷
款调整的范围，包括校园地国家
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综合考虑本专科学生收费标
准调整和研究生全面收费等因
素，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由现
行每人每年不超过 6000 元，调
整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
每年不超过 8000 元，全日制研
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 12000 元；
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
最高限额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
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

通知规定，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学生在同一学年内不得重复申
请获得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只能选择申
请办理其中一种。全日制研究生
原则上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
贷款。

助学贷款标准提高
本专上限至8000元

小学至大学将建
四级足球联赛机制

30 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学校体
育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袁贵仁
表示，从今年起逐步建立健全小
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
联赛机制，且要通过招生考试政
策疏通足球人才成长通道，培养
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改中，在
总课时减少的情况下，把小学三
至六年级每周 3节体育课增至 4
节，高中每周2节增至3节。

教育部每年编制和发布《全
国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对
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级，作为
考核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和对教育部门、学校负责
人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
的地区和学校进行问责。

3-5年内消除
农村学校超大班额

为进一步加强对各地“全面
改薄”工作指导，优化资源配
置，面向贫困地区，聚焦薄弱学
校，确保实现“保基本、补短
板”工作目标，近日，三部委联
合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
线要求的通知》，提出“全面改
薄”20项底线要求。

通知指出，底线要求以《中小
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建标 109-2008)、《农村寄宿制学
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规
范》、《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
行基本标准》等国家标准、教育
行业标准及相关政策文件为基本
依据。要求各地通过实施“全面
改薄”项目，用 3 到 5 年时间，
全面消除D级危房，确保学生 1
人1桌1椅(凳)，寄宿学生每人1
个床位，消除“大通铺”现象，
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