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单
向的、自上而下的，缺少倾听，沉浸
在“我是为你好”的教育情绪中，缺少
对孩子需求的关注。

●充分接纳孩子的变化，尊重
孩子的意愿，理性分析引导，注意
说话方式，不要唠叨。

●建立双向、互动、平等的亲子
关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才是家
庭教育的基础。

倾听孩子心声

漫画/乔宇

关爱孩子
我们能得多少分

如果让孩子们来考评父母，他们会打多少分？为什么他们的朋友圈会屏蔽父母？当孩子
沉溺在短视频里时，父母又该怎么办？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重庆日报记者就相
关话题进行了采访调查，并请相关专家进行了解答。

□本报记者 李珩 李志峰 云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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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中国平安成立35周年。三十五载风雨兼程，三十五载初心不改，平安发扬
“敢为天下先”的蛇口基因、“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通过一次次创新突破，为千万家庭提供专业守护。中国平安以“专业，让每个家庭拥有平安”为主题，面
向广大客户、社会公众及全体员工宣布开启35周年司庆感恩回馈活动，旨在为亿万客户及其家庭提供贴心服务，从上到下深入推进回馈社会的暖心行动，助力国民生活更美好。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自1995年成立以来，一直坚守初心，始终践行平安集团为社会创造价值，“回馈社会、建设国家”的使命与责任。平安集团35周年司庆期间，举办系列市民
回馈活动，包括生动的互动体验、贴心的医疗检查、防诈知识宣传等，用专业的金融知识服务消费者，贴近百姓生活，聚焦市民关注的健康问题。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

坚守初心，让每个家庭拥有平安

增值服务权益上新
让保险更有温度

为持续提升客户体验，推进服务
升级，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在司庆
期间落地平安人寿总部推出的“心
理咨询服务”，为客户提供针对失眠
焦虑、亲子教育、情绪压力等问题的
免费辅导，一对一帮助客户更好地
了解心理健康状况，获得客户一致
好评；同时，为响应国家适老化号
召，落地平安人寿总部推出的“老年
陪诊服务”。从诊前准备、诊中陪
同、诊后服务三方面开展专业陪诊
人员全程就医陪同服务，以有温度
的服务为客户提供简单、便捷的舒
适体验。

消费者权益保护
履行保险责任担当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一直致力于
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构建兼顾特色、动态调整、完善机
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体系，
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公司
治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营发展战略
中。2023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教育宣传周活动，平安人寿重庆分公
司精心策划涵盖线上、线下及户外等
形式多样的宣传周活动，以教育宣传
活动为契机，聚焦日常服务场景，在全
辖所有客服门店、营业网点共79个职
场进行“3·15”主题布置，安排优秀服
务顾问担任金融知识宣传大使，利用
柜面服务空间进行金融知识宣

讲。 同时，还积极走进江北城街道桂
花街社区、举办沙龙等线下活动，将金
融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帮助消费者树
立防范意识，远离欺诈、误导、非法集
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侵害。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将持续通
过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金融知
识普及月、新市民宣传月等活动，持
续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及相关风险提
示，开展面向老年、青年、学生、新市
民等不同人群的进社区、进学校等活
动，全面推广普及金融消费知识，帮
助广大消费者防范警惕金融风险，提
高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切实履行保

险机构责任担当，践行金融工作的政
治性和人民性。

“小小牙医”体验营
提升客户幸福感

为提升客户满意度、幸福感，平
安人寿重庆分公司举办“平安增值好
服务·小小牙医体验营”客户回馈特
别活动。该活动由牙博士口腔渝中
院区提供线下活动支持。小朋友现
场学习口腔健康知识并开展“我是小
小牙医”职业体验，在医生指导下给
自己的父母检查牙齿，活动最后，牙

科医生也为客户子女开展齿科检查
和涂氟活动。活动轻松偷快，内容寓
教于乐，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后
续将持续开展系列暖心客户活动。

司庆感恩巡检
守护市民健康生活

为回馈广大客户和社会公众，平
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在司庆期间联合
平安健康（检测）中心，开展“健康不

‘肺’力”——平安司庆肺部健康巡检
活动，借助平安检测中心和移动CT
影像车，为山城市民提供高精度肺部

CT筛查，让广大客户享受便捷、精准
的医疗服务，关爱山城市民身体健
康。此次巡检活动效果明显，好评如
潮。以上健康管理类服务均由平安
健康（检测）中心提供。平安人寿重
庆分公司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系列客
户回馈活动，为广大市民提供主动、
贴心的关爱服务。

“让每个家庭拥有平安”是国泰
民安的真正体现，这也是平安人寿重
庆分公司坚定践行的不变承诺。公
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守保险服务的政治性、人民
性，把做好市民金融服务作为切实落
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两高”目标的重要措施和具体行动；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遵诺守信，为客
户寻找理赔理由，用专业诠释速度，
用服务传递爱，为更多家庭送去温暖
的守护和保障。2022年，平安人寿

重庆分公司为市民提供有温度的保
险服务，全年累计为超 301万名客
户，提供3.35万亿风险保额；理赔件
数超18万件，累计赔付21.24亿元，
最快理赔1.78分钟，为山城市民美好
生活保驾护航。

“平安”是一种诚信，是对人们守
护家庭美满的保障；“平安”是一种承
诺和服务，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
时代。“平安”，是“以人民为中心”，服
务好民族复兴宏图的责任与担当！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负责人表示，未
来公司将继续坚守服务国计民生的
立业初心，积极践行高质量发展，以
更加专业、最高性价比的专业产品和
服务，持续推进回馈社会的暖心系列
行动，让金融创新成果惠及千家万
户，“让每个家庭拥有平安”。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

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开展“3·15”进社区活动

“如果100分是满分，我给爸爸打60
分，因为他在外地工作，很少陪我，而且每
天都喝酒，喝到很晚才回来！”

“我给爸爸打74分，只要我做错了题，
他就会很凶，会骂我……”

近日，重庆科学城富力南开小学举行
家长开放日活动，邀请该校三年级378名
学生为父母“打分”，结果令不少家长意
外。

该校制作了“听听我的心声”打分表，
有选择题和问答题。选择题共5道，其中
一道是：在学校遇到开心或不开心的事，
会选择和谁分享、倾诉？问答题则是让学
生给父母打分，并在打分表上写下分值原
因。

记者看到，在“选择和谁分享”这道选
择题上，大部分孩子选择了“爸爸妈妈”，少
数孩子选择“与同学、朋友分享”。在“当与
同学发生矛盾时，希望爸爸妈妈怎样处理”
这道选择题上，约9成孩子选择“先让他们
自己沟通”。

在给父母打分这项内容上，记者发现，
约8成的孩子打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但
得满分的父母仅有两三名。

整体来说，妈妈们的得分高于爸爸
们。孩子们在打分表上称，因为“妈妈会很
细心地照顾我”“妈妈经常陪伴我”……

但也有一些孩子仅仅给父母打了70
多分，有的孩子则只给父母打了及格分。

为什么得分如此低？孩子们给出的答
案是，“我不会做数学题时，爸爸会骂我”

“考差了，就会被骂”“爸爸只知道耍手机，
陪我的时间很少”等。

“举办此次活动的目的，是让孩子们
说出心里话，让家长了解自己的孩子，改

进自己的教育方式，达到家校共育的目
的。”重庆科学城富力南开小学有关负责
人说。

得到低分的家长表示，心里五味杂陈，
“我讲题的时候很凶吗？可能是太急了，不
自觉地就提高了音量”“原来孩子不喜欢我
和他开玩笑”“没想到在做父母一职上我刚
刚及格”……不少家长表示，这是他们第一
次了解到孩子的心声，第一次意识到自己
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专家支招

家长不要沉浸在
“我是为你好”的情绪中

“孩子们给父母打的分数，折射出当下
亲子关系中的痛点和难点。”重医附属大学
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王我说，在亲
子关系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单向
的、自上而下的，缺少倾听，沉浸在“我是为
你好”的教育情绪中，缺少对孩子需求的关
注。此外，一些家长存在过于看重分数、忽
略孩子身心健康等问题。

王我提醒家长，孩子是有独立意识的
个体，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萌
发自我掌控感，家长应将孩子放在平等位
置，听他们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多问
问孩子的意见，而不只是把孩子当成附
庸。在学习上，不要太看重分数，分数绝
不是评判一个孩子的唯一标准，教育应该
更加注重孩子的综合素质，比如思维能
力、创新精神、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等多个
方面。此外，家长不要把自己未实现的梦
想投射到孩子身上，要引导孩子做自己，
并学会放手。

孩子为啥给父母打低分
“妈妈，SK！”近日，家住江北区的

唐女士收到10岁女儿发来的信息。
“什么是SK？”唐女士一头雾水地问女
儿。经女儿解释，她才知道SK是生
日快乐的意思。“妈妈你好落伍！”女儿
不禁嘲笑道。

唐女士告诉记者，孩子嘴里经常
会蹦出一些网络用语，比如4242、泰
酷辣、哒咩等，一问才知道，这些词来
自于短视频，“当初给她买手机，是为
了方便家校联系，没想到孩子对刷短
视频上了瘾，有时连刷两个小时都不
停手。”

和唐女士同样焦虑的，还有家住
九龙坡的杨先生。有一次，他发现孩
子凌晨1点多还在偷偷刷短视频，气
得他把孩子的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没想到，孩子还怼他：“那些拍短视频
的网红，好多都不是重点大学毕业，
但可以挣很多钱，我刷题学习有什么
用？”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30名家
长，约8成家长反映，现在的孩子从
小生活在网络环境中，学习、生活都
离不开网络，刷短视频的时间日益增
多，特别是周末，有时长达五六个小
时。随之而来的，是和父母的沟通越
来越少。

家长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短视频内容五花八门，担心孩
子会学坏；二是容易沉迷其中，影响学
习。

对于父母的担心，沙坪坝区某学
校四年级的学生小陈有些委屈：“父母
平时工作很忙，很少陪伴我，刷短视频

可以缓解孤独感。”两江新区一小学学
生告诉记者，平时学业负担重，刷一些
搞笑、娱乐类的短视频可以带来暂时
的放松，而且短视频里的一些“潮人潮
语”是学生之间的共同话题，如果听不
懂会被排挤。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护》
调查报告显示，使用过短视频的未成
年人有65.6%，20%的青少年“几乎总
是”在看短视频。

●专家支招

被父母忽略的孩子
才会去网络中寻找安慰

西南大学博士后、基础教育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李健认为，孩子沉迷短
视频，家长首先要自我对照：是不是经
常唠叨、亲子陪伴少、家长上网多、对
孩子不民主、缺乏尊重和自由、对孩子
用网不管不问等。

“父母对孩子的高质量陪伴特别
重要，往往是被父母忽略的孩子才会
去网络中寻找安慰。因此，建立双向、
互动、平等的亲子关系，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才是家庭教育的基础。”李健
建议，对于已沉迷短视频的孩子，父母
可以引入优质的内容，包括阅读、运
动、亲子游戏等，当孩子体验到优质内
容带来的快乐，就会逐渐从沉迷于短
视频中走出来。同时，短视频中也有
一些知识类的内容，家长可以把相关
内容作为亲子沟通的话题，和孩子一
起讨论。

孩子为啥沉溺刷短视频
“老欧，你女儿最近发的朋友

圈有点不对劲哟，才读初一的娃
怎么会说‘我的前途黯淡无光’这
些话？”5月30日一大早，在某单
位上班的老欧接到朋友的友情
提醒。

老欧立马打开女儿的朋友
圈，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只有一
条“无情的”横线。“原来她把我屏
蔽了。”老欧随即了解到，女儿班
上的好些同学都在朋友圈屏蔽了
父母。

为啥屏蔽父母？老欧的女儿
小西告诉记者，自己平时发的任何
动态，都会引来父母的“连环发
问”。比如她发网络流行语“你个
老6”，父母会追问是什么意思；发
个玩游戏的朋友圈打卡，父母会说
自己沉迷游戏；爱好文学的她，想
发点青春的感悟，又怕父母追问是
不是陷入了早恋。

事实上，老欧的遭遇并非个
案。市民袁女士的儿子在上初一，
她发现儿子会选择性地屏蔽她。

“可能是我经常唠叨他打游戏。”
袁女士说，自己平时还是很尊重
孩子隐私的，没想到孩子的朋友
圈却把她屏蔽了，让她多少有点
难以理解。

●专家支招

家长不要过分“执着”
要等待、包容、忍耐、坚持

在重庆市青少年社会教育协

会秘书长曾剑看来，被孩子“屏蔽”
并不意味着家长“不是好父母”，更
不意味着“孩子不感恩父母”，这只
是孩子成长中的正常现象。

“孩子在‘屏蔽’父母时往往没
有朝这些方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

‘笨拙的爱’，是因为孩子担心父母
看到朋友圈内容后情绪爆发。”曾
剑说。

曾剑表示，当家长发现孩子屏
蔽了自己，首先要做的是充分接纳
孩子的变化，“当孩子开始出现叛
逆行为时，家长不要过分‘执着’，
要等待、包容、忍耐、坚持。”

其次，要尊重孩子的意愿，理
性分析引导，“再小的孩子，都有自
己的想法，比如他想发展自己的某
一个兴趣爱好，父母要理解并尊重
他的出发点，同时也要帮他分析，
这么做会有什么利弊。父母客观
理性地跟孩子做分析，但又不过分
干涉，相信孩子也能听得进去，充
分考虑父母的建议。”

第三，注意说话方式，不要唠
叨。“大部分父母在孩子叛逆期
时，往往陷入一种如临大敌的焦
虑中，甚至总是奢望靠嘴巴不断
讲道理，让孩子回到原本听话、
懂事、乖巧的模样。然而，父母
的唠叨，此时的孩子往往是听不
进去的，说得越多，孩子的耳朵闭
得越紧。”

曾剑表示，家长要做的就是
避免和孩子直接冲突，学会宽容
等待。

孩子朋友圈为啥屏蔽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