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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之风的不良影响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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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当前!从生日聚会普遍化&低龄化!到聚会形式奢侈化&生日礼物攀比化!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成风$ 这造成

学校风气受染&教学活动陷入困境!家长压力倍增&家庭教育举步维艰!学生滋生攀比心理&健康成长严重受阻$ 学校&老

师和家长应高度重视!把握好学生庆祝生日的"度#!及时对小学生之间的攀比风气予以引导和教育!为孩子健康成长营

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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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闻报道屡有曝出小学生大办生日宴会的现象#如 #$%+ 年北京晨报记者报道小学生生日

请客送礼之风盛行.#$%3 年 %# 月钱江晚报报道一小学生的父亲包下整个公园为孩子庆生.#$%, 年 , 月

扬州新闻网报道)小学生花 & 万元办十岁生日宴*的新闻&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举办生日聚会越

来越普遍#消费和支出越来越高#攀比行为逐渐成为许多教师和家长关注的问题& 小学生这种低年龄高

消费的行为日益引起社会和家长担忧#学生之间的相互攀比愈演愈烈#极易形成不良的心理和行为习

惯#阻碍其健康成长&

%5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成风的表现

从总体上看#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之风主要表现为生日聚会现象普遍化%生日聚会形式奢侈化%生

日礼物攀比化等特点&

%*%5生日聚会现象普遍化

生日聚会现象普遍化主要体现为参与举办生日活动的学生非常之多& 无论生日重要与否#许多学

生每年都会以聚会的形式来庆祝生日& 生日聚会以往被视为成年人的特权#因为他们自身具备相应的

能力以及拥有各种资源& 对于未成年的小孩#家长往往会选择孩子满 %$ 岁或 #$ 岁的重要生日来庆祝&

而今#生日聚会不再是成年人庆祝生日的)专利*#也不再成为特定年龄阶段的庆祝形式#而是不断走向

低龄群体#大办生日聚会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生日是学生最为向往的一天#他"她$不仅可以收到来自

家人的生日祝福和礼物#还能邀请同伴一起庆祝和玩耍#同时能提高自己在人际交往圈中的)地位*&

小学生生日请客%互相赠送生日礼物已越来越平常#甚至是幼儿园的小孩也开始热衷于举办生日聚会&

某小学一名老师表示#在自己担任班主任期间#她的班级有一半学生会提前邀请同学一起庆祝生日& 显

然#生日聚会已成为小学生人际交往的重要活动#并日渐走向普遍化&

%*#5生日聚会形式奢侈化

生日聚会形式奢侈化主要体现在聚会活动的费用%档次%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超出了小学生的承受

能力和范畴& 首先#在活动费用方面#出现花销大量费用大办生日聚会的现象& #$%3 年扬州时报曾报

道#肯德基和自助餐厅成为小学生举办生日聚会的首选之地#一次活动会花费好几百元& 自助餐厅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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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则更贵& 据统计#在自助餐厅举办生日活动的花费近千元已是常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 其次#在

生日聚会活动的档次上#小学生庆祝生日不再是请同学到家里吃饭%组织野炊%外出爬山等简单活动#而

倾向高消费的形式#如在高级酒店请客%高档自助餐厅消费和室内休闲一体化& 最后#从聚会内容和方

式上看#小学生生日聚会的活动形式也渐趋多样化#从同学间简单的嬉戏玩耍演变为包场看电影%与同

学在:]̂ 唱歌%玩电游等拟成人化的社交活动& 这种高档次%高消费和内容多样的生日聚会活动背后

所隐藏的有关小学生的行为习惯问题值得深思&

%*+5生日礼物攀比化

生日礼物攀比化主要是指学生之间互赠生日礼物出现不甘人后%一味比高的现象& 以往学生之间

互赠生日礼物多以文具用品或亲手制作的卡片为主#而今赠送的生日礼物更多的是毛绒玩具和较为高

档的数码产品& 生日礼物越加贵重#礼物档次也在无意识攀比中不断提高& 据调查#学生在赠送礼物时

在意最多的是)面子*问题#而很少考虑到自身经济状况#孩子间无形中衍生出礼物赠送的攀比之风&

对此#许多家长表示出诸多无奈& 家长担心孩子形成爱慕虚荣的心理#极不赞成用请客吃饭%赠送高档

礼物这样的形式庆祝生日#但考虑到孩子被邀请未赴约#极可能遭误解而受影响#故大部分家长会牵强

地去满足孩子的要求&

#5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成风的不良影响

小学处于认知成长和价值观念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若时常处在攀比风气盛行的环境中#极易形成

不切实际的心理& 这给学校%家庭和学生的自我成长带来许多不良影响#不仅破坏学校的学习氛围#加

重家庭经济负担#同时也容易使学生形成错误的消费观和人际交往观&

#*%5学校风气受染&教学活动陷入困境

)生日风*的盛行实质上是从众和虚荣心理引发的一种攀比行为#而这种攀比消费行为是因为有参

照群体%群体规范与群体压力的存在#青少年消费者在受到群体的暗示或提示时#就会产生模仿行

为'%(

& 学校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的场所#是学生快乐成长的一方净土& 近年来#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

现象使学校被社会风气熏染#教学活动深受阻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破坏学校学习氛围& 生日攀

比之风容易分散小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专注于学习#使学校氛围受到不良风气感染& 传播知识是

学校的主要功能之一#如果这一基本功能被淡化#那么学校教育目的就无法实现& 社会人群的一些行为

渐渐被小学生所模仿和习得#小学生的行为习惯会慢慢被异化#学校的学习氛围也会逐渐淡化& 学校若

忽视对这种不良趋势加以遏制#势必会使班级氛围朝着物质化倾向发展#使学生忘记读书的最初目的而

过早成人化& 第二#阻碍教学活动的实施& 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倾向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扰乱教师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学生将心思和精力过多耗费在生日会的策划组织和安排邀请等方

面#难免透支休息时间#容易在上课期间出现打瞌睡或讲小话等不良行为& 教师的教学活动难以正常进

行#一定程度上影响班级的整体学习成绩& 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若在教学过程中学

生的精神状况不佳#注意力不集中#无论教学计划安排得如何科学#教学效果也只能事倍功半&

#*#5家长压力倍增&家庭教育举步维艰

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成风引起家长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深深担忧#同时也给家长带来较大的精神压

力和经济负担& 一些家长自身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无法对孩子的攀比行为给予正确引导#忧心

忡忡的同时却一筹莫展#家庭教育陷入僵局& 这种不良影响反映在两方面!第一#家长精神压力不堪重

负& 每年到了孩子生日的时候#家长不仅要帮子女策划生日会#还得帮他们准备参加生日聚会的礼物&

对此#许多家长感到无奈和两难#若不帮孩子办生日聚会又怕孩子在同学面前自卑#若满足孩子的要求

又担心孩子变得爱攀比& 小学生生日聚会攀比现象迫使家长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家庭教育& 孩子

是)社会人*#免不了要建立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周围同学都在办生日会#如果家长强硬限制#可能会给

孩子的心理造成伤害& 当孩子的要求无法被满足时#可能会通过违反班级纪律%不认真学习%逃学或不

与父母交流等方式予以反抗& 因此#在是否为孩子举办生日聚会的问题上#家长既要照顾到孩子的心理

发展状况#又要兼顾做到恰当的引导教育#这样家长们往往感到束手无策#精神负担不断加重& 第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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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负担节节攀升& 小学生大办生日聚会增加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武汉大学发布的武汉市居民家庭

教育开支调查表显示!教育开支已占到被调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 %-+ 左右#超过 3$_的家庭感到教育

开支负担沉重'#(

& 不少年轻父母感叹自己即将沦为)孩奴*& 城市父母在承担孩子较重的教育开支时#

还要为孩子的生日聚会活动策划出资#无形间加重了家长培育孩子的经济压力& 父母经济压力加重#又

缺乏有效的教育方法和理念#使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 洛克曾说!)人们对子女的

教养的重大错误就在于儿童的教养没有得到及时而充分的注意#儿童的精神在最柔软%最易于支配的时

候#没有使之遵从戒律和服从理性&*

'+(#! 4#"父母对孩子过分的溺爱和迁就#易使孩子养成好高骛远%盲

目攀比的心理'3(

#不利于良好教养的形成& 另外#若父母未采取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孩子畏于父母的

苛责而不敢或不愿与父母交流#容易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心理距离渐行渐远& 家庭教育逐渐失去其应

有功能#更不要说引导孩子认识家庭经济现状%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以及培养孩子的理财能

力了&

#*+5学生滋生攀比心理&健康成长严重受阻

生日攀比之风不仅给学校和家庭带来许多消极影响#还容易使学生滋生攀比心理#不利于健康成

长#其不良影响主要体现为!第一#学生易好高骛远#形成错误的消费观& 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因个体差异而不同#年龄偏小的学生认知发展不完善#行为的产生主要出自对他

人的模仿#而成年人的聚会活动很容易被看作是)成人身份*的象征& 小学生都有一种拟成人化的心

理#他们希望能像大人一样生活#获得成人的自由与权力& 小学阶段#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想法很单纯#成

人的一些行为活动极易被模仿& 相关调查显示#小学生广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攀比心理& 这种攀比心

理是自己与他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较中产生的一种狭窄片面的心理感受现象'3(

& 正是在这种心理的

驱使下#小学生开始攀比生日聚会的形式%排场和礼物#不考虑家庭经济状况#养成好高骛远的习惯#形

成不正确的消费观& 第二#学生价值取向不当#易造成交往人际圈的分层& 生日聚会不仅使学生形成铺

张浪费的习惯#还容易引起相互之间的攀比#易使同学间产生)交往间隙*& 同学之间带着)有色眼镜*

择友#形成小团体#不利于班级的团结友爱& 高档生日聚会不仅使同学忙于迎合#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还

给部分同学带来心理压力#特别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同学#极易产生自卑心理#不愿与家庭条件富裕的同

学交往#造成班级交友圈的分层& 此外#生日聚会攀比成风现象使得小学生之间纯真的友谊物质化#让

孩子在交朋友时带有功利化取向#使儿童世界过早社会化#形成不正确的择友观念&

+5结语

小学生庆祝生日本身无可厚非#合理且有意义的生日聚会不仅能够缓解学业压力%放松身心#还能

为孩子和同伴的交流玩耍提供更多机会& 特别对于独生子女而言#生日聚会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与同

龄人相处沟通的机会#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 但过犹不及#若不加以重视和引导#日益普遍化%低龄化%

奢侈化的聚会活动则会走向反面#对孩子成长产生许多危害& 为此#学校%老师和家长都应引起高度重

视&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需把握好学生庆祝生日的)度*#及时对小学生之间的攀比风气

予以引导和教育& 唯有如此#才能使孩子免受攀比之风的不良影响#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实现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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