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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9_E4_B8_AD_E5_c107_337546.htm ●对一个被“管大

”、“抱大”的孩子来说，单飞，永远都嫌太早。不幸的是

，我们至今依然在延续着“管”与“抱”的基本理念，对放

开后的混乱、堕落的害怕，远甚于对“管住”后的呆板与能

力低下的担忧 同事间闲谈起各自大学时代的集体生活轶事，

虽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分别就读于不同高校，

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遇到过一些精神发育不良、性格偏狭

乃至出现心理障碍和精神异常的同学。 聊罢悚然而惊。一位

心理学家近期在上海、北京、南京完成的大规模心理症状自

评测查结果显示，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成

人正常水平。另一份面向北京地区大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学

生中可能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者占16．51％。 一系列恶性

事件使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成了热点，究其原因，每每都归

结到独生子女一代的天然缺陷、社会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等

，对这一群体提供更多心理卫生教育和保护的呼声也随之渐

高。与之如出一辙的，还有“留学垃圾”现象，从生活习惯

不良、学业欠佳，直至绑架、勒索，甚至贩毒、凶杀，涉及

的留学生虽为少数却也绝非个别。 其实，真正“低”的，也

许并不是年龄。许多“出事”的留学生，都已是法律意义上

的成年人。 对一个被“管大”、“抱大”的孩子来说，单飞

，永远都嫌太早。不幸的是，我们至今依然在延续着“管”

与“抱”的基本理念，对放开后的混乱、堕落的害怕，远甚

于对“管住”后的呆板与能力低下的担忧。 对大学生在外租



房发布禁令，就是立足于“管”的最近例子。网上浏览，反

对和抱怨者似乎只有两类人，一是学生本身，二是一些法律

界人士。其余的，从家长到学校，整个成人社会空前一致：

一个要放心，一个要能管住、看牢，于是教育部的“原则上

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落实到一些高校，就明

确到了“违者开除”的地步。无端端地，将一腔爱护之情，

演化成声色俱厉的申斥管教，硬要将一群初涉社会的成年人

紧抱进怀里。 并不能单怪学校与教育部门。 就像不能将“留

学垃圾”的出现主因归为“低龄化”，不能将大中学生的心

理脆弱记在独生子女账上一样。国内青少年身上的种种问题

，也并非这一代独有。不论是过去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是

今天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其实，所强调和依靠的都是他

人的多“管”。这一教养方式，与我们封建时代的金字塔型

人才选拔任用体系和后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制度，都是颇

为吻合的。今天多元选择、越来越尊重人权的社会，需要的

却是懂自律、能自制、不滥用自由、有独立精神和活力的个

体。真要培养这样的人，就意味着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多

“放”，早“放”，少“管”，更不要简单地视“管住”为

成绩；多提供安全设施与细致服务，却不能回到“学校办社

会”、吃喝拉撒样样都管住的老路去。 从“管”到“放”，

在一群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年轻人中，必定会出现一些迷失歧

途者，令人可惜却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生命、一代人的成长必

然有其代价。 更可怕的，反倒是成人们顽固难改的“看管”

惯性和保护冲动，只求一时太平不顾长远倒退的权宜应付之

策。看似一时一策的小节，所牵涉的，其实是一个民族未来

的社会发展模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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