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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美劳” 一直
是社会教育离不开的根
本。 近年来，劳动教育渐
渐缺失，让学生参与劳动
并没有形成共识，更没有
落实到行动。对广大青少
年来说，“劳动” 成了短
板， 甚至是个遥远的名
词。 在一些学校，劳动教
育无计划、不考核，本来
不多的劳动技术课可能
还被挤占； 在不少家庭，
家长只在学习成绩方面
对孩子有要求，家务活根
本不让孩子沾边。日积月
累，缺失劳动的生活方式
已显弊端，过多的角色替
代导致孩子成年后，一旦
离开家长就成了无法生
存的“巨婴”。 近期公众
热议的年轻人不愿下厨、
不愿做家务，只是问题的
集中表现。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
活中，“巨婴”们或许有点
懒，可能有点不会，所以
不愿在家务劳动上付出
精力。 家政、餐饮等服务
业的迅速发展，的确很好
地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需
求。 可是，当“懒人经济”
提供的便利慢慢变成不
少人生活的一部分，老一
辈眼中很正常的生活技
能， 也逐渐在年轻人中

“失传”。“懒人经济”固
然是市场经济精细化分
工趋势的结果，但我们不
能有懒人思维、 懒汉习
惯。

孩子不只是学习成
绩好就行，他们将来总有

一天会走上社会独立生
活，劳动能力对孩子的发
展也很重要。要防止孩子
今后成为无法适应社会
的“巨婴”，父母应该鼓励
他们参与到家务劳动中
来。做家务对孩子成长乃
至人生的影响， 极其深
远。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韦
朗特曾追踪一组青少年
数十年，发现童年时期较
常参与家务的孩子，日后
人际关系更好，心态较乐
观，成年后获得高薪工作
机会的可能性比其他人
高四倍。

学校作为育人的重
要所在，不应只注重德智
体美，更应深刻理解劳动
与青少年核心素养培养
的内在关联。 最近，上海
一小学把做家务列入家
庭作业，煎蛋、洗碗、做面
条……这些家庭作业不
是一两次的短暂体验，而
是一个长期的考核。此举
引发关注，很多网友建议

“全国推广这样的家庭作
业，现在的孩子很需要这
样的教育”。

就切实加强劳动教
育，教育主管部门也曾多
次发文， 还公布了关于
2019 年的工作要点，将

“增强育德针对性实效
性”“大力加强劳动教育”
等作为了重要的目标任
务。 有理由相信，整合学
校与家庭的劳动教育，可
以防止更多的“巨婴”产
生。

（薛亮）

“90 后从年龄上来，看
最小的 20 岁还在上学，最大
的不过 30 岁，正在成家立业
的转换阶段，目前来看 90 后
做饭少挺正常”， 江南大学
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君
柏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
社会发展相关，90 后这一辈
有着良好的学习条件，读书
读得晚，毕业后又和父母居
住，没有机会接触做饭。 另
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如今广
泛讨论的“加班文化”，“因
为工作的关系，许多人只能
吃外卖和食堂，这批人中 70
后、80 后大有人在， 并非只

有 90 后。 ”
外卖的盛行让许多家庭

不开火就能解决一日三餐，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几乎成为
摆设。 王君柏虽然认可工作
原因的“身不由己”，但他仍
旧认为厨房的“炒炒爆爆”不
应该就此在家庭中消失，家
人之间如果只是围坐在一
起玩手机， 感情会慢慢淡
化，家庭生活需要共同的活
动来把家庭成员凝聚在一
起， 而饮食正是家庭活动的
重要环节。

有一种说法是“术业有
专攻”， 一顿饭做完往往大

汗淋漓，还未必能做出可口
的味道，把这个环节交给专
业的厨师岂不是效率更高？
面对许多年轻人的疑惑，王
教授也给出了他的理解。“我
们为什么要过中秋， 要千里
迢迢地赶回家， 从效率角度
来说长途跋涉、 舟车劳顿换
来匆匆一面绝对是得不偿失
的”，王君柏认为，追求效率
没有错， 但这是否应该成为
主流，值得思考，因为生活中
不是所有事情都讲求效率，
过程同样重要。 如果仅仅讲
求效率，有些事情就失去了意
义。 （晚报记者 陈钰洁）

“90 后”十指不沾阳春水？
专家：“炒炒爆爆”凝聚的是感情

中秋佳节团圆夜，饭桌上总
要添两个好菜，你家的厨房里是
70 后在炒炒爆爆，还是 80 后的
主场？ 是否能看得见 90 后的身
影？ 近来，关于 90 后“十指不沾
阳春水” 的话题总是不绝于耳，
更有网络媒体调查报告显示，95
后的人群选择在家做饭的比例
不足半数，情况究竟如何呢？ 我
们找了几个 90 后， 聊聊他们心
目中的“烟火气”。

“买一堆锅碗瓢盆油盐
酱醋， 如果只是抱着玩票的
心态， 一次性成本支出比后
续买菜做饭的成本更高”，无
锡姑娘陈飘把自己称为“生
活型的在外务工人员”，独自
一人在南京工作的她， 不忙
的时候会选择自己做饭，由
于只有一个人， 做一个红烧
排骨一般至少得吃两天，如
果想天天都吃新鲜的， 一般
只能做些小炒。 工作忙碌的
时候， 外卖就成了唯一的选
择。“填饱肚子的方式太多
了”，陈飘介绍，在冰箱里放
些速食的馒头、饺子、汤圆，
就能做一顿饭， 回家路上买

个煎饼，烤冷面，也能凑合。
也许， 现在的年轻人对“吃
饭”的定义，就早已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三菜一汤了。

工作有几年的“90 后”姑
娘圆圆供职于一家网络公司，
她的一日三餐基本承包给了
家门口的便利店和公司周围
的外卖。“公司也有女同事天
天带饭，但也就一阵子，除了
怀孕的没办法， 都没坚持下
去。 ”说起对做饭的兴趣，圆圆
颇为无奈地表示：“便利店到
处都是，便饭、饭团、牛奶面
包，口味还常换常新，速食产
品实在太方便了。 ”圆圆所在
的公司有加班文化，有时候回

到家就已是半夜甚至凌晨了，
在她看来，按时下班的时候回
家只想躺着。毕竟一天中安安
静静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你以为做饭只是和油烟
打交道嘛？ 做饭包括，洗菜、收
拾、洗碗锅筷、擦灶台、拖厨房
地”，一想到这些环节，正在上
海高校读研的“90 后”阿燊选
择拿起手机，给自己点一份外
卖。“有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不
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呢？ ”阿燊
认为，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
与其别扭地尝试去做自己没
有接触过的事，不如将精力放
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发挥更
大的价值。

90 后小伙李润从初中时
就开始跟着母亲下厨房，除
了个人喜欢之外， 还想让母
亲开心。“尤其是考试没考好
的时候，更乖巧，端菜洗菜啥
的都干。 ”在日积月累的观摩
实践中， 李润已能自己动手
完成番茄炒蛋、红烧鲫鱼、酸
菜鱼、啤酒鸭等家常菜。 大学
学习软件开发的他， 一毕业
就扎进了互联网行业， 连续
六七年整天三点一线的工作
让他感到死板，萌生了退意。

“读书时，每天早上妈妈
都会做蛋炒饭， 那叫一个好

吃。 上班之后不知道吃什么
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份，想
着要不就去卖炒饭吧”，行动
力极强的李润，三下五除二，
说干就干， 从办公室白领转
身成为了夜晚灯火下路边摊
的炒饭小哥。“卖炒饭最开心
的事就是看到老客户带着新
客户过来品尝， 然后大伙在
欢声笑语中把炒饭吃的一粒
不剩”，李润表示，之所以喜
欢做饭， 是因为从来都没有
把它当作一件“打发自己”的
事，而是分享。“做几个菜，邀
上三五好友、父母家人，或者

是一个心仪的女孩子， 看到
他们品尝时脸上满足的笑
容，太有成就感了。 ”

虽周旋于柴米油盐，李
润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安于现
状的人，机会也悄悄降临。 如
今，他和志同道合的五个“90
后”组成了一支“炒饭天团”，
除了无锡的“海仙炒饭”大本
营之外，还在成都、上海等其
他城市开出了分店，“我们在
干一件自己热爱的事， 并不
仅仅是挣钱， 更多在于刷新
着年轻人在一个陌生城市的
存在感、认同感”，李润说。

“90 后”上班族：做饭成本不比外卖低

“炒饭天团”：分享是最大动力

专家：“炒炒爆爆”不应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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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巨婴”
能否从一顿饭开始?

视视觉觉中中国国供供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