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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唐剑华

最近很热，气温飙升到 35℃度以上，但高温也比

不上很多孩子和家长参与暑期培训和考级的热情。

随着八月“考级季”开启，记者发现，在株洲，不少家

长带孩子每天都在赶场子，为各种各样的培训和考

级而奔波。

暑假有点“卷”，孩子考级忙

你家娃要考级了吗？暑假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这是最近不少家长们见面的“灵魂问答”之一。

“每天接送，孩子爸有点受不了。每天练习几个

小时，孩子也说受不了！”“现在做娃比我们那时候辛

苦多了！”“孩子马上要考级了，要背的曲目还一点也

不熟，真的好烦！”在株洲一个本地的育娃交流群里，

总有父母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感叹。

这个暑假，确实很多孩子过得很充实。

“中午和晚上怕吵着邻居，只能上午和下午时间

抓紧练一下。因为考级，现在都不敢出去玩，等考完

都快开学了！”群里一位妈妈说，自从孩子学钢琴，每

年暑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考级。

无独有偶，另一位妈妈则表示，孩子古筝学习很

多年了，等级越往上难度越高，孩子需要花费的时间

越多。“还有一年就要中考，我们想先停下来，孩子倒

有些不乐意。”

肖女士的女儿今年 11岁，五岁开始学习小提琴。

“我家孩子上了小学后，只保留了小提琴和绘画这两项

兴趣爱好，但花费的时间精力不少，尤其是每年暑假，

训练和考级占用大量时间。”肖女士说，从三年级开始，

在征得女儿同意后，画画也停了，只保留了小提琴。

“小提琴老师建议孩子学习一下乐理知识，帮助

突破小提琴的练琴瓶颈。这个暑假里，孩子上午学

乐理下午学小提琴，晚上还要练习和背谱子，准备等

级考试。”肖女士说，感觉今年暑假女儿都在上课，赶

场子，确实有些累。

如此辛苦为哪般？家长感受各不同

记者发现，今年的考级大军中，学乐器的孩子特

别多，除了常见的钢琴、小提琴等，还有古筝、葫芦丝、

长笛、单簧管、萨克斯、架子鼓、二胡、琵琶等乐器。

暑假考级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有很多家长目标

明确，孩子有一门特长，对未来升学有好处。

一位琴童的家长表示，考级对于孩子是一种激

励，是对一段学习的认可。“孩子利用假期考级，一来

可以检验老师教育教学的成果，二来看看孩子到底

学得如何。”

但有不少家长表示，自己就是随大流，看到别的

孩子学了，自家娃也去学一下，别人考了，娃也跟着

考一考。正因为目标不明确，每年都有很多家长“弃

坑”。家长肖女士说，五岁时，和女儿一起学习小提

琴的 6个孩子，现在还在坚持的只剩下了两个。

“学什么完全就是拍脑袋决定的。”一位“弃坑”

的妈妈说，以前每年暑假，为了考级不敢带孩子出去

玩，为了考级，孩子死记硬背了几首曲目，演奏也毫

无细节和感情。“考级一结束，学过的曲目也都忘记

了！去年我果断决定‘弃坑’，没想到孩子和他爸爸

都很高兴！”

家长李先生的孩子原来报了朗诵、舞蹈和画画

培训班，今年暑假果断地停了孩子的培训班。“我老

婆给孩子报了一堆班，但他根本不是那块料，最大的

收获是眼睛近视了！”李先生告诉记者，这个暑假，他

只给孩子报了游泳和足球班，下周决定利用年休带

孩子出去旅游，希望孩子多运动运动，充分体验户外

活动的快乐。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特长教育要因人而异，不要盲目跟风。家长应

该根据孩子的兴趣进行认真分析和选择，要让孩子

感受到艺术的真正魅力。”针对家长们的困惑，一位

有多年特长培训经验的老师坦言：“近年来，培训市

场良莠不齐，经常可以看到有在培训机构受伤或机

构‘跑路’的新闻。”她建议，家长在选择项目和机构

时，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优质机构和业内有口碑的

老师，特别要防范“黑机构”。一些家庭为了孩子学

艺，前期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甚至是情感，

如果发现培训和考级已经成为家庭和孩子的痛苦和

负担，哪怕“沉没成本”很高，也应该及时停止，以免

影响家庭和睦和孩子的身心健康。

株洲晚报全媒体记者/廖智勇
实习生/程婉湘 通讯员/陈红

近日，荷塘区合泰鑫城示范小区志愿者开展环

境卫生大整治行动，活动中，志愿者们感慨：终于换

上了统一的服装。

合泰鑫城示范小区原本是一片街区，涵盖合泰 C

区、D 区以及合泰大街共计 50 多个楼栋。今年 2 月

份，茨菇塘街道驻合泰片区示范小区创建工作队（以

下简称“工作队”）进驻，将所负责的区域整合成一个

闭合式居民小区。

在 工 作 队 帮 扶 下 ，合 泰 鑫 城 示

范 小 区 遴 选 了 一 批 为 居 民 服 务 的

邻 长 ，组 建 志 愿 服 务 队 ，初 步 搭 建

起居民自治架构。

虽然拉起了一支为小区服务的

队伍，但服装问题成为许多志愿者的

“心病”。由于没有统一服装，志愿者

们都穿自己的衣服开展志愿服务，常

常被居民调侃“不正规”。

“有一次开展文明劝导，别人看

我身上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标识，说我多管闲事。”志愿者王阿

姨说。

还有一次，志愿者开展楼道卫生

清 洁 的 时 候 ，被 居 民 误 认 为 收 废

品的。

“我们好不容易说动一些热心居

民当志愿者，服务小区、服务居民，他

们被质疑后打起了退堂鼓。”工作队

副队长向章琳说。

荷塘区服饰协会会长黎葵是“社

区合伙人”，了解合泰鑫城志愿服务

队的困扰后，主动捐赠了 100件志愿者马甲。

“终于不再是‘杂牌军’了。”小区党支部书记阮

更详说，着装统一后，既是身份视觉的统一，又增强

了归属感，志愿者们都很开心。

领到新衣服后的第一个周末，合泰鑫城党支部、

物管会以及物业、志愿队、邻长（楼栋长）、中小学生志

愿者、辖区居民等 50 余人穿上新马甲，拿起扫帚、垃

圾钳等清洁工具深入辖区各角落，对背街巷垃圾、杂

物、卫生死角进行打扫，规整乱停乱放车辆，开展了一

次环境整治行动，大家干劲十足。

这个暑假，你家娃考级了吗？
孩子不是学艺的料，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穿上新马甲 大伙干劲十足
“社区合伙人”捐赠，帮志愿者解“着装问题”

在合泰鑫城小区，志愿者们在清捡垃圾。 受访者供图

美达影城（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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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区合伙人”？

今年 7 月份，荷塘区出台《荷

塘区“社区合伙人”参与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明确了“社区合伙人”主体形式、准

入流程，并明确支持“社区合伙人”

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激励机制。

社区合伙人，就是社区中空

闲时间比较充裕的人群、热心人

群、喜欢与邻居相处的人群、拥有

相应管理思路的人群，以及相关

的社会组织或企事业单位等。这

些个人和单位发挥各自的优势，

以补齐社区资源短板，进而有望

补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缺资金、

缺人员等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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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搭子现象体现了年轻人对于知识和文化的重视，以及他们通过阅读来提

升自我、探索世界的热情。这种社交方式不仅丰富了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也为他

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当下，阅读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无论什么形式，

都是个体在网络时代保持独立思考与个性魅力的重要途径。“阅读社交”，是为了

寻找朋友，更是为了寻找自己、认识自己。

你有读书搭子吗阅读社交正走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花甲之年初涉
写作，2020 年推出
第一本书《秋园》，立
即以其独特的个人
经历与朴实的文字
风格获得广泛关注，
杨本芬的四部曲豆
瓣评分均在 9.0 左
右……”近日，株洲
本土某阅读小组内
发布了寻找读书搭
子的公告，不少人纷
纷接龙参与。

从饭搭子、游戏
搭子到旅游搭子，再
到如今的读书搭子，
“搭子”正在成为这
一代年轻人的新型
社交关系。

【故事】
他们因书而结盟

现代都市圈里，人潮拥挤，却时

常倍感孤独。

2017 年，唐浒从广州回株洲工

作，却发现这座自己从小生活的城

市，延续不了他在一线城市的多元化

生活，反而陷入重新融入家乡生活的

人际焦虑中。

这一切，都让他迫不及待地想改

变。于是，他做了一个叫“破壁人行

动”的社群。“‘破壁人’源自刘慈欣的

《三体》。”唐浒希望能聚集一批想打

破自己的生活圈、认知圈、人际圈的

朋友。

喜欢读书，关注阅读，唐浒从读

书做起。“身边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因为工作等原因，很多人没时间精力

读书，但都有回归阅读的期望。”唐浒

告诉记者，他尝试着发起了一期读书

会，居然有几十个朋友参加，组成读

书搭子。

虽然是零散地开展，但每次活

动，唐浒都能认识一些不寻常的新朋

友，听他们谈论本不会接触的新事

物，打破个人圈壁，重新和身边的社

区建立关系，扩大了线下世界的活动

半径，获得更真实的广泛经验。

因书结盟，唐浒的读书群里吸纳

了几百号人。去年，读书群组织了一

场重读鲁迅活动，主要集中看鲁迅的

小说集，共进行了 3个月。

读书见面会的现场，让唐浒很是

自豪。“大家聊鲁迅，聊他的生平，有

些 小 伙 伴 还 延 伸 读 了 同 时 代 的 书

籍。”他告诉记者，当时，还想把这群

读书人聚到一起，去绍兴鲁迅故居。

让唐浒印象最深的一次读书会，

是 2021年春节期间，组织接龙各自挑

一本书读，有人重读《百年孤独》，也

有人因为疫情又关注到《鼠疫》，还有

一些年轻人读《毛选》。唐浒回忆说：

“当时有一个女生带了她爷爷的存

书，出版时间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还用书封包起来，里面还夹了几张工

资条，很有年代感。”

阅读加社交是“1+1>2”

在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线上读

书会中，尽管唐浒没有设定分享形式

要求，但大家总会各显神通，读书会

现场就像一场技能比拼。

“做 PPT 是最基本的，也有同学

把一整本书用思维导图、动态 H5 等

呈现出来，介绍书的主题、内容、时代

背景。”在唐浒看来，提升软件使用的

能力，也算是读书会效用的一种外

延。“这也是一个大家展示自我的舞

台。在这里，‘I 人’也能感受到表达

的乐趣，建立起自信的同时，也会把

感情深深融入读书会。”

让唐浒感到最奇妙的是，两个经

历不同的人看同一本书，视角也会完

全不同。

湖南工业大学一名建筑老师是

唐浒的读书搭子，“在《百年孤独》读

书分享会上，她向我们延伸介绍了很

多南美的建筑，让我们对南美那块土

地又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读书分享会让阅读加社交

“1+1>2”。他认为，“自己去读书，是

一个人的经验加书中人的经验。但

如果去分享阅读体验，就叠加了不同

人的经验和思考，因为自己阅历有

限、理解有限而无法发现的视角，就

可以通过阅读社交来获得。”

参与读书会的人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的社会经验不一样，读书视野

也不一样，除了分享书籍，还会分享

一些各自的生活、工作经验。”除了每

期读书会上相约，他还和书友一起约

着看电影、徒步等。于是在人生的新

阶段，唐浒又找到了阅读社交的新

意义。

【声音】
在阅读社交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读书，你会找搭子吗？

针对这个问题，记者在小范围发

起了一个调查，读书人对此看法不一。

“以往我可能一年看不到十本书，

今年我两个月就看了 10本书。”从事文

字工作的谭奕玮因为参加读书会，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读书搭子，看书的速

度和效率明显提升。而且，为了在分

享会上输出更多，她会一边看书，一边

做笔记，有时还会借助知乎等知识分

享类平台，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

这一点马克也深有体会。“记得有

一次分享《百年孤独》，为了找到不一

样的观点，我还看了其他十本书，梳

理、重构，才有了自己全新的看法。”

阅读社交已成为 90 后小成的日

常。她和“读书搭子”会相互鼓励，询

问彼此的阅读进度、有没有做好读书

笔记。

小成还常与对方交流自己的读书感

悟：“比如书中某个高潮情节的设计是否

精妙、书中某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有什么

巧妙之处，我都会积极地分享自己的理

解，并期待和对方讨论；每每遇上好的名

家作品，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我的‘读

书搭子’。”

在株洲某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的尹

泺喜欢看书，他的阅读社交经验告诉

他，不必为了社交而社交。他曾在网上

添加过四五个“读书搭子”，但并不是每

个都能一起坚持读书，目前还有联系的

只有 1人。“沟通后会发现，每个人的阅

读兴趣不同，想读的书也不一样。”在他

看来，找有相同旨趣的“读书搭子”，比

为了一起读书而“硬搭”更为合理。

“ 阅 读 社 交 也 不 一 定 适 合 所 有

人。”曾经找过读书搭子的张小红表

示，不用强求自己适应或融入这种模

式，“有人喜欢在相互交流中享受思想

的碰撞，有人则喜爱安静独立地思考，

主要还是看自己的习惯。很多人加入

所谓的‘读书群’跟着每日打卡，实则

并没有真的做到每日阅读。”

她还提到，随着阅读社交的走红，

越来越多的人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寻找

“读书搭子”。“但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适合自己的阅读

方式，才是最好的。

年轻人网上、网下以书会友
中青校媒曾发起的调查显示，受访大学生正在参与不同形态的阅读社交。

48.27%的受访者会在网上分享读书笔记、阅读感悟，12.64%的受访者会寻找线上

或线下“阅读搭子”，18.59%的受访者会参加线上、线下读书分享会或读书小组，

19.40%的受访者会在感兴趣的读书话题下和网友互动。

数据

记者手记

株洲一读书分享会现场。 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