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莫被过度仪式感“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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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博物馆

研学”火了。数据显示，

今年暑假，博物馆研学产

品订单暴增235%。走进

博物馆，到处都是青少年

的身影。当我们欣喜于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

的热情时，也从相关话题讨论中注意到“博物

馆研学热”背后的一些问题。网友们提醒：“千

万别让好好的博物馆研学热变了味。”

人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部分商家挤占

公共资源的营利行为，使“博物馆研学热”因

“蹭”而变味。

作为公益性文化场所，大部分博物馆是

免费开放的。这份“免费的午餐”不仅公众欢

迎，显然也受到部分商家的垂涎。据报道，有

研学团推出的故宫“私享团”，一次收费开价

高达 1000 元。不仅如此，还有旅行社、研学

团“蹭”起了热门博物馆、展览的流量，将“直

播间”直接搬进了展厅，售卖博物馆讲解、研

学项目等产品……尽情发挥其“蹭”技。

当然，说到“蹭”，少不了无孔不入的“黄

牛”。向来哪里有热度就去哪里的“黄牛”，自

然也不会放过这份“免费的午餐”。被“黄牛”

包围的博物馆，原本免费入园的南京博物院

50 元～80 元、陕西历史博物馆 120 元～130

元、苏州博物馆 130 元……免费开放变成有

偿参观，加重了游客的经济负担，还干扰了博

物馆的正常运营。

除了“蹭”，还有一个“闹”字，让博物馆和

公众不胜其烦。这个“闹”，既指表面上的喧

哗吵闹，比如孩子穿梭打闹、“讲师”声嘶力竭

等，让静谧优雅的文化场馆变成了喧闹的“菜

市场”，不但影响广大游客的参观体验，甚至

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博物馆热”因“蹭”因“闹”而变味，一些

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研学游，不仅增加参

加者的家庭负担，还给孩子的教育带来负面

影响。

本来美好的“博物馆研学热”，被这一

“蹭”一“闹”，失了真研真学的本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充满厚重历史

和文化底蕴的博物馆与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

相遇，碰撞出的应当是知识的火花。让学生

们“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才是真正的“博物

馆研学”。 新华网记者 李洁琼

游学热不能变味，博物馆研学需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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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谣“盐”当恪守理性消费定力

朱慧卿/绘

8 月 24 日，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

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严重侵害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中国消

费者协会代表中国广大消费者，对日方极其

自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和坚

决反对。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关注国家

有关部门的权威发布，尤其注意海外代购等

渠道，确保餐饮安全；同时也要保持理性，不

要焦虑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盲目跟风抢

购食盐等消费品。（8月26日《央视新闻》）

“谣盐”虽被佐证纯属杞人忧天，但由此

暴露出盲目跟风的心态却值得关注。破除谣

“盐”当须恪守理性消费定力。

据称，我国民众此次抢盐潮主要受韩国

“举国囤盐”裹挟。但据盐业部门介绍，我国

食盐的来源与韩国有很大不同，其结构占比

为井矿盐 87%、海盐 10%、湖盐 3%，井矿盐和

湖盐生产均不受日本核污染影响；仅以被誉

为“中国岩盐之都”的河南叶县为例，其盐储

量就高达 3300 亿吨，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不超过 5 克的用盐量

计算，全国14亿人可使用长达33000年。

盲目抢购、囤积食盐极易带来潜在危害

和负面影响。比如，过期或变质会导致资源

浪费，大量人群囤盐会导致需求无端激增、物

价无序上涨；囤盐行为会诱发恐慌心理，引发

无序抢购，加剧市场紧张。日常性购物当属

正常消费，应依据每个家庭或成员的现实需

要，近期和长远需求有序打理，不必盲目地从

众跟风。尤其像食盐这种一日三餐不可或缺

的大众调味品，更没有抢购或囤积的必要。

“理性消费”就是要消费者在消费能力允许的

条件下，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的消

费。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理性消费是消费

者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知觉做出合理的购买决

策。盲目跟风或简单从众，是有悖理性消费

的心理大忌。

破除谣“盐”不失为一堂危机应对教育

课。恪守理性消费，就当坚信党和政府基于

人民至上、健康至上理念的睿智领导，规避焦

虑恐慌，信赖众志成城，关注权威发布，遵从

科普指导，切忌任由消费者无序购而希冀独

善其身。 张玉胜

把心情照顾好，是一种能力
生活无限美好，值得你去珍惜把握。善待自

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感念当下的时光，不负今天

的阳光。不急不缓，不骄不躁，在只此一次的人

生里，走出自己的节奏。人生的有趣正在于它的

丰富多彩，我们总要在失去和得到中学会释怀。

带着一份洒脱释然，更能体会生活的快乐。遭遇

坎坷，别急，相信阳光总会出现在风雨之后；事与

愿违，别恼，告诉自己路过的都是风景。快乐，是

人人都有的能力。生活需要你带着热爱去靠近、

去发现、去经营。 @人民日报

想要的生活，请努力争取
人生路上，有人规划得早，有人醒悟得迟；有

人走弯路，有人走直路；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或

许一生未能抵达心中的罗马。但这并不妨碍每个

人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勇往直前。同样的遭遇经

历，有人心生欢喜，有人郁闷哭泣，还有人可以坦

荡无畏。不管哪一种面对态度，都是值得理解并

尊重的，因为每个人的心容量大小不一。请相

信，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财

富，都是通往未来理想生活的垫脚石。想要的生

活，请努力争取，别退缩。 @新华社

“孩子她妈，是时候出手了！”近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呼吁整治“开学

仪式感”乱象，不要让老师和家长被所谓

的仪式感“绑架”，得到很多网友的肯定

和支持。（8月26日上游新闻）

开学仪式感有多内卷？以某小学为

例，孩子们穿过拱门，敲击准备好的鼓，

寓意“一鸣惊人”；走过写满老师祝福语

的通道，桌子上放着寓意“心想事成”的

橙子、“平平安安”的苹果，以及“聪明伶

俐”的大葱；再从老师手中领取寓意“越

来越棒”的棒棒糖。福建福州，有学校在

开学首日请了校外舞龙团队，为每个班

级表演舞龙。浙江杭州，一学校校长为

了迎接开学，把自己打扮成神仙爷爷站

在门口迎接学生……

开学过度仪式感有三宗罪。一是

本末倒置，影响学生学习，给学生错误

的认知。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是对内

容起促进作用的，但过多过繁的开学仪

式感所起的是反作用。设置了好彩头，

有个好寓意，本无可厚非。但当这些彩

头、寓意过多时，会不会给孩子造成错

觉：忽略学习需要的努力，把希望寄托

在彩头和寓意上？

二是增加家长、老师负担、压力。有

家委会成员介绍，为了“开学仪式感”，家

委会成员会和老师提前进行讨论，做出

相关策划书，确立主题和细节，然后再各

司其职，网购相关材料，在教室布置气

球、欢迎标语、花束、课本、画黑板报……

家长老师在其中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三是助长攀比风气，造成浪费。在

“开学仪式感”裹挟下，不仅老师、家长被

“绑架”，就连孩子之间也隐约有了攀比

之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好的布置，

因为没有别的班级好看，又紧急采购材

料，进行补救。用来布置教室的气球、彩

带、拉花、彩印 KT 版等，用完一次就丢

弃，既浪费钱又污染环境。

当然，这并非说就要将开学仪式感

一棒子打死。新学期开始，有个仪式未

尝不可，尤其对于起始年级来说，还是

有必要的。但开学仪式感不能喧宾夺

主，不能泛滥，不能忘记初心，尤其不能

攀比。 关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