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朝清

笔者有数位在小学、幼儿园当老师
的朋友，最近不约而同地在微信上吐露
心声：为了庆祝儿童节，孩子们辛苦排
练，老师们加班加点，大家都苦不堪
言。一个原本可以给孩子带来欢乐的节
日，为何会异化为“儿童劫”，甚至引发
孩子“不过儿童节”的利益表达？说到
底，儿童节进入了符号化、狂欢化的误
区，背离了它的“初心”。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社会就
是一个舞台，而舞台分为前台和后台。
观众所看到和关心的，往往都是前台精
彩纷呈的节目、有条不紊的表演；而后
台的汗水与泪水、委屈与痛苦，只有演
员自己才知道。孩子们本应是儿童节的
主体，却嬗变为客体，成为被围观的对
象；儿童节本应是简单而快乐的节日，

却因为裹挟了太多复杂而现实的因素，
令孩子们身心俱疲、痛苦不堪。

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些融入仪式感
和文化意义的集体活动，对于促进孩子
们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有着显性的正
功能。在理想的图景里，儿童节汇演应
该是孩子们自娱自乐、自我展现的平
台，应该是孩子们天真、纯净赤子之心
的自然流露；可是，在“赛跑思维”的
驱使下，儿童节汇演却成为一个名利场
和竞赛场。

儿童节汇演不仅是一次文化娱乐活
动，也是一个社会表现和社会竞争的平
台。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儿
童节汇演不仅体现学校的办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水平，也是孩子们综合素质和精
神面貌的外部呈现。为了赢得各方的称
赞和社会认同，校方通常会下大力气进
行前期准备，孩子们也身不由己地被裹

挟在功利化表演模式之中。
儿童节设立的初衷，在于保护儿童

的合法权益，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与
节日狂欢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儿童权
益保护领域那些短板和不足。不论是儿
童意外伤害事件层出不穷，还是“跪着
吃早餐”、“耳光教育”等屡见不鲜的失
范现象，抑或儿童过多参与商业活动、
被过度消费，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合法权
益，面临着被剥夺、被侵犯的风险。

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言，“在人生
的秩序里，儿童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
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每一个
生命阶段都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天真
烂漫、活泼可爱才是儿童应有的底色。

“不过儿童节”的利益表达背后，是孩子
们对儿童节少一些功利算计、少一些成
人意志直接而强烈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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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说二

儿童节应少一些功利算计与成人意志

据
报 道 ，

成都一名“热
血”小学生在
“六一”前给教
育局局长写了封
信。因为排练儿
童节汇演节目长
达三周，最后彩
排时却被淘汰，
被激怒的小朋友
得知“ju长叔叔
最管事儿”后，
致信教育局局
长，要求不过儿
童节。孩子的节
日，应该谁做
主？围绕这个话
题，在互联网上
引起热议。

赵志疆

一年之中，真正属于孩子的节日只有
“六一”。假期，按照成人的理解应该是不
用学习或工作，属于自己自由支配的时
间。但对于孩子们来说，事实却并非如
此。多数孩子的“儿童节”无非是白天排
练节目、观看演出，晚上则是一篇作文或
者日记，忙完了这些，照例还有一大堆书
面作业在等着他们，这些显然都是老师和
家长事先为他们制订好的假期安排。问题
的关键是，孩子作为这个假期的真正主
角，他们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这位吐槽“要求不过儿童节”的孩
子，看起来只是意气用事，但未尝不是内
心真实想法的自然流露，面对天真中透露

出的沉重，不得不让人重新打量“儿童
节”这个话题。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索
要”属于自己的假期，因为在他们眼里，
那些早已在家长和老师安排之下的，被功
课和作业所包围的节日，俨然蜕变为了不
折不扣的“儿童劫”。这样的局面，值得
每一位家长和老师深思。

近年来，文艺汇演日渐演变为“六
一”的保留节目，规模与档次日渐水涨船
高，有些学校甚至直接把舞台搭在了星级
酒店内，而在精彩

纷呈的“节日狂欢”中，孩子充其量
不过是用来装点场景的“道具”。因为孩
子只是道具，学校不仅希望他们打扮得更
加光鲜靓丽，而且希望能将他们摆上更为
醒目的舞台。孩子的节日变成了学校比拼

的舞台，为了迎接一个本应属于自己的节
日，孩子不仅要在当天粉墨登场，而且还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彩排，当节
日所带来的负担远远超出平时，作为“道
具”的孩子，是否真能体验到节日的快
乐？

既然是孩子自己的节日，儿童节就理
应以孩子的快乐为原则，以满足孩子的快
乐为宗旨。因此，希望学校能给孩子留下
选择的空间，使他们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
节日，既不要越俎代庖取代他们成为节日
的主体，更不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将
他们当作任意把玩的“道具”。只有这样，
才能体现出儿童节的真正含义，从而归还
给孩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

请把儿童节还给孩子

张立美

“要求不过儿童节”，道出了一些孩子
对过儿童节的真实心声。其实小学生给教
育局局长写信抱怨儿童节，这不是第一
起。2013年5月8日，湖南沅江市教育局
局长刘振坤收到了一封小学生给他写的
信，信中内容写道，“局长伯伯，我想告
诉你真心话，我们不想要什么荣誉和攀
比，只想轻松愉快地过一个儿童节。”小
学生接连给教育局局长写信，不是诉苦说
过儿童节太累，就是诉苦“要求不过儿童
节”，足以表明当下儿童节存在偏离孩子

们节日主旨的迹象。
现在，很多学校在儿童节前后都会举

办规模较大的文艺汇演活动，并把这当成
过儿童节的最主要方式。但是，残酷的现
实是，儿童节文艺汇演并不是每一个想参
加演出的孩子都能登台演出。实际上孩子
写信虽说是“要求不过儿童节”，但并非
真的不想过儿童节，相反这个孩子很想过
儿童节，只不过是要过一个自己能够参与
其中、乐在其中的纯真的儿童节，不愿意
过一个自己只是旁观者的儿童节。

儿童节，说到底是孩子的节日，就该
让孩子享受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节日，在

这一天能够快快乐乐的。但在现实中，孩
子的儿童节怎么过，却由大人决定、由学
校决定，乃至由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才招
致小学生给教育局局长写信诉苦。不管是
孩子嫌过儿童节太累，还是孩子“要求不
过儿童节”，归根结底都是孩子在怎么过
儿童节上没有话语权的结果，要想孩子们
爱儿童节，愿意过儿童节，就应该把儿童
节还给孩子，想不想参加文艺演出、要不
要举办文艺汇演，都交由孩子自己选择，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以及家长做好服务工
作就好。

中国式儿童节 把快乐还给儿童

微言

@水兵老师：看了让人洒泪，小朋
友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一个家庭，一个
社会都为此感到难过，小孩子的节日，
小孩子的活动，彰显的是小孩子的天真
和快乐，和歌声的好听与否没有关系。

@大大大圆脸的胖次侯：小孩因为
自身条件不好被拒绝上台表演，这样的
事有很多，还有小孩因为成绩不好老师
直接给 pass，这样对于小孩真的公平吗？
会给小孩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

@刘建国：在这种过节模式下，节
日的本意被扭曲，快乐离孩子们越来越
远。像报道中的小朋友，决定给教育局
长写信，就是对当前儿童节过节方式的
不满。本属于自己的节日，却需要按照
成年人的意愿排练，而在屡次排练后，
却又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在这过程
中，孩子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得听
命于成年人的安排，这本身就是对儿童
权利的漠视和不尊重。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主任宁家
骏：通过政策鼓励，引入社会资本加入
竞争，让电信市场更加开放，是促进信
息消费和让消费者受益的重要举措，意
义深远。

博议

快乐离孩子越来越远

担忧

@七月微蓝1019：六一真的应该让
大人演节目逗孩子开心，而不是孩子那么
费力的表演给一群不好好看节目的所谓的
大人物！

让孩子们
成为节日的主角

正方

@27号-：感觉儿童节不就是来给孩
子快乐的吗？但是每次排练节目都要伤
好多小同学的自尊心，会因为成绩不好
被排挤，因为唱歌跳舞不好被排挤，因
为身高长相被排挤，中国儿童节已经失
去它的初衷了，中国教育也令人堪忧！

@薇光若曦：真的是这样，在儿童
节小孩子就应该开开心心的过一天，而
不是为了给某某领导过。细想想我们很
多节日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比如说妇
女节，许多人当天都不能正常休息而是
提前好几周就给一些领导作38节的汇报
演出。诸如此类教师节，护士节……

@牛仔驿站90570：六一儿童节本来
就是孩子的节日，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都
要参与节目，不管好不好!最重要的是孩
子能在自己的节日里能够找到开心快乐!

@冷漠的伊斯菲尔：大人参与孩子的
节日，你就是陪衬的，陪衬的还想当主角
啊，教育局就该对这些进行处罚，要不然
只会制造出来一些只知道复制别人的复制
人。

@yhoxl：不要再以爱之名，再来玩
大人们越俎代庖过儿童节的游戏了。把童
年还给孩子，把时间还给孩子，把自由还
给孩子，把快乐还给孩子。快乐学习，不
是喊在嘴上，挂在墙上。

@Yuko-豆：虽说我已经不过儿童节
了，但对于这件事来说我还是深有体会。
去年学校举行晚会，我也排练了快两周，
甚至买好服装出钱准备道具，可到最后发
生了很多复杂的事，因为某人的自私什么
的也是觉得我唱不好把我T出去了。还好
后来和班主任商量才勉强决定下次再给我
上台唱歌的机会。总之当时特别伤心，心
情灰暗了好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