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门越来越少有原因
市教科所基础教育研究室 李丽 博士

范桂馥小学这个微体验实在太有趣了，很有意思，也
深受启发。近几年在全市学校中，鲜有类似操作。小学
生串门越来越少，原因很多。

首先，现在城市、农村的生活都大不一样了。城市更
多的是属于“陌生人”社会，人们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有
一些家长和孩子，因为是单亲家庭、隔代抚养、二孩家庭等
原因，不愿意受到他人的打扰。成人之间的交往意识本就
十分淡漠，这种模式也会很容易复制到孩子身上，成为一
种行为模式的延伸。

其次，大家应该都有感觉，现在的小学生实在太忙
了，除了完成学校布置的各类作业，还得完成父母望子成
龙的种种“加餐”。小朋友们是真的没有时间去串门，去
好朋友家玩。

三是各类诱惑实在太多，最明显的就是电子产品，占
据了孩子们大量的注意力。很多孩子面对电子产品无自控
力，家长担心让孩子单独在一起玩，很可能是集体玩手机。

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互动模式是，家长之间三观比
较吻合，可以带孩子相互玩耍，以非正式群体的形式相互
走动，大家相处的会更融洽。

丢失这种温情的交往模式很遗憾
宁波市新城第一幼儿园 赵玲婕 主任

听到这个调研结果，感觉挺遗憾的。因为在幼儿园阶
段，孩子们、家长们的互动是比较多的，以班级、小区地理位
置等不同元素组成的亲子群很多，也很活跃，家长之间的关
系也都很好。但是到了小学阶段，这种互动会慢慢减少。

为什么？因为孩子需要承受很大的学习压力，比如
以前四年级才上的奥数培训课，现在已提早到了二年
级。作为家长，我也不能免俗，很多时候非常心疼孩子。

记得小时候，我们放学后都在外面疯玩，经常去邻居
小孩家串门，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而我自己的
孩子，几周没去外婆家了，问他去不去，他想了许久觉得
作业太多，最终还是放弃了。

串门少了，增进同学感情、提高交往能力的方式也有
变化。现在很多孩子会将聚会选在公共场合，自己策划主
题、自己安排节目，家长只是适当提供一点资金和场地，这
样也不错。

让孩子走出家门得从自身做起
宁波市实验学校家长 张先生

为学校的串门作业点赞。孩子在线上、线下的差异
很大，通过网络与人交流时很活跃，见了人却十分腼腆，
平日里话也不多。串门作业，让我们感到醒悟，在小区居
住6年了，也不知道邻居是谁。我们的主要社交也依赖网
络完成，何况我们的孩子？孩子串门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也应该变得“开放”起来。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池瑞辉 朱尹莹

三年级学生
不知楼上住的是同学

海曙一小学调查：
经常去同学家做客的不足一成

“第一次”串门做什么都好玩。（照片由学校提供）

放学了，和同学一起写作业，耍一把象棋，吃几个邻居奶奶现烤的
土豆。

放学了，赶去培训班，埋头写作业，吃完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顿，
接着写。

你有多久没去同学家做客了？近日，宁波范桂馥小学针
对全校学生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经常到同学家做客的仅
占9%，从来没去过同学家的学生约占14%。为此，学校给孩
子们布置了一项平凡又有趣的作业：串门。

10月长假结束后，范桂馥小学学生家长收到一份调查问卷，问卷仔细询问孩子们
有没有到同学家串门的经历，去过几位同学家，家长是否同意以及使用何类交通工具
等问题。问卷很简单，用心却良苦。

原来今年的新生家长会上，校长车益明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几乎每一个校长
接待日（周五），他都会针对这个问题专门“采访”小朋友。“现在的孩子都太孤独了。”车
校长说，他还就此请教了自家孩子，发现多数孩子总是独自一人做作业，基本不串门。
年龄大的孩子甚至觉得，串门麻烦，束缚多。车校长认为，长此以往肯定不利于孩子社
交能力的培养。

全校性的问卷调查，结果与车校长“预估”的差不多。回收有效问卷500多份，其中
只有9%的孩子会经常去同学家做客，77%的孩子很少去串门，还有14%的孩子甚至从
来没去过同学家。老师在了解情况中得知，一名三年级的学生，此次串门的对象是住
在自家楼上的一名同学，而此前，他竟不知两人住在同一栋楼。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串门作业布置下去前，老师们还是非常担忧的。因为在老
师们看来，串门并非学科作业，孩子们能顺利完成么？在车校长坚持下，串门活动首先
在三四年级孩子中开展。他认为，即便只有10%的孩子能完成，也算是一种“成功”了。

然而，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一个周末过去了，几乎没有孩子“赖”作业，孩子和家
长合理安排时间，收获了不一样的开心。

与普通的串门不同，完成这项作业，孩子们还肩负了不少小任务。比如，孩子们得
了解，同学家在哪个小区，小区在什么路上，周边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朝向如何？得
考虑怎么去同学家，选择什么交通方式，途经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得记录在同学家做
客（或待客）时，是否使用礼貌用语，和同学做了些啥。

显然，其中贯穿了语文、数学、思品等系列科目的知识运用。事实证明，这些顺带
完成的小任务，孩子们还是挺喜欢的，翻看孩子们精心绘制、充满童趣的做客“线路
图”，便知一二。

熟悉又陌生的串门，欢乐很多，插曲不少。一名家长说，很久没见孩子这么开心
了，就在床上蹦呀蹦，竟然也能玩得那么有兴致。

402班的孔子颜同学去了同小区的好朋友家，她们一起看电视、看书，一起吃了不
少好吃的。“一个人在家很无聊，妈妈上班，爸爸出差，爷爷奶奶在外地。”孔子颜说，以
前都没想到去同学家玩。戴钲坤是和妈妈一起坐公交去做客的，妈妈们喝茶聊天，两
个孩子按照自己制定的表格，一起写作业，一起打滚撒欢。

丘米朗是待客方，他邀请了两名同学到家做客。为了迎接同学的到来，他特意打
扫了卫生，还让妈妈准备了同学爱吃的菜。“这一天，我们约好不谈学习，就是纯玩儿。”
丘米朗老练的说辞，一下就逗乐了记者。

“串门作业特别受欢迎。”402班班主任王瑜说，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孤
单，有同龄人的陪伴，他们难得如此放松。不少家长反馈也很好，建议孩子们多聚聚。

按照该校规定，孩子们要在六年时间里尽量完成对全班同学的走访，并且作为该
校微体验项目之一，该作业还将纳入学生期末的核心素养考核。有“小人精”自信地表
示，平日关系不怎好的同学，做客将是成为朋友的第一天。

大队辅导员阮老师说，孩子们的家庭条件有差异，家长文化程度有高低，选择串门
这种形式体验生活，她非常赞同。因为生活即教育，从平凡小事中可得真知。现在的
小朋友生活很封闭，到同学家做客能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

“活动追求知行合一，更加关注过程，融合了多学科知识，在培养学生交往能力的
同时更注重学生活动前、中、后的探究与拓展，有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是学校三高
品质育人目标校本化的实践。”车校长表示。

记者了解到，9月5日教育部下发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文件明确指出要做好
中小学德育工作，其中，六大实施途径之一就是“实践育人”，即通过各类主题实践、劳
动实践、研学旅行、志愿服务等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声音

意料之外，没人“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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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六年完成全班走访，纳入素养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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