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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提醒
!

®6¯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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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环保的

日益重视
"

很多绿色家居产品越

来越受到人们喜爱
#

随着家装

市场消费旺季来临
"

很多商家都

纷纷打出了
$

绿色
%

环保
&

牌
"

个

别企业利用消费者对
$

绿色
&

家

居产品的信任
"

采用各种手段进

行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利益
'

日前
"

面对目前家居市场良莠不

齐的现状
"

国家环境保护部认证

中心
%

中国消费者协会
%

全国工

商联家居装饰业商会和中国绿

色家居专业委员会的相关人士

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家居产品

的
(

绿色
&

陷阱
)

!"#$%&

在经营场所向消费者展示

产品检测报告以证明自己的产

品质量过硬
"

是不少生产企业的

惯常做法
#

业内人士提示
"

个别

企业是通过购买或制作一些符

合环保要求的样品送到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
"

骗取检测报告
"

并

以此蒙骗消费者
"

实际上检测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只对送检的

样品负责
"

对样品以外的产品并

没有证明力
#

'()*%&

一些企业在发布产品广告

时常常宣称本企业通过了诸如

(

!"#$$$$

&

质量体系认证的字

样
"

似乎通过了这个管理体系认

证
"

自己的产品就是
(

绿色
&

的
#

有关专家提示消费者
"

管理体系

认证是对企业内部建立的质量
%

环境或安全等管理质量进行的

认证
"

而不是对该企业生产产品

的认证
"

获得管理体系认证不能

证明其生产的产品就是绿色环

保产品
#

+,-.%&

一些企业利用消费者不了

解国家标准体系
"

宣称自己的产

品达到国家
$$$$

质量标准
"

因

此是绿色环保的
#

专家解释
"

国

家质量标准是对产品进入市场

的最低要求
"

而绿色环保产品标

准是在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基

础上的更高要求
"

因此
"

达到国

家质量标准的产品不一定符合

绿色环保标准的要求
#

/0123+%&

一些企业自称自己的产品

原料不含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

以

此证明产品是绿色环保的
"

但其

使用的替代原料或辅料可能含

有对消费者危害更大的其他有

毒有害物质
"

对此厂家往往闭口

不谈
"

消费者更是无从知晓
#

4567*8%&

为吸引企业参与某项产品

展销或评比活动
"

一些认证单位

或管理部门不负责任地向企业

颁发所谓绿色产品
%

环保企业的

证书或牌匾
"

而企业则利用这些

证书或牌匾
(

证明
&

自己的产品

是绿色的
"

从而误导和欺骗消费

者
#

为避免落入
(

绿色
&

欺诈陷

阱
"

有关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
"

在选购家居产品时可通过查看

是否贴有中国环境标志来判断

绿色环保产品的真伪
"

也可以参

考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中的产品目录
"

或通过国家环境

保 护 部 的 网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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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绿色环保产品查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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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
"

老人就像小孩
"

所以跟他们沟通的方式
"

也应

该借鉴与孩子的相处之道
)

比

如
"

对孩子说话
"

应该鼓励
,

赞

美
"

要告诉他们
"

我们可以一起

玩
-

跟老人说话也一样
"

你需要

支持他
%

赞美他
"

还要邀请他们

一起行动
) .

康健
/

杂志在最新

一期中
"

就据此标准
"

列出了四

句最应该对父母说的话
)

邀请
! (

我们一起去旅游

吧
) &

不管是吃饭
,

运动
"

还是做

其他事情
"

你都要谨记
"

不是自

己需要如何
"

而是全家要一起

行动
)

感激
!(

您辛苦了
"

如果没

有您
"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

子女都习惯给父母钱
"

希

望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舒适
"

可这样的心意
"

不免显得太形

式化
)

其实
"

做这些事情的时

候
"

你应该搭配语言的表达
"

这

让他们十分受用
)

赞美
!(

还是您做饭好吃
"

要是天天都能吃到
"

多幸福
1 &

找出父母的优点
"

并强化

它
)

尤其是父母为你做的事情
"

你一定要用嘴说出来
"

让他们

觉得值得
"

感受到你真心的赞

美
)

千万不要认为父母为你做

什么都是应该的
"

这会让他们

觉得自己像个佣人
"

于是出现

不甘心
,

不平衡
)

支持
!(

慢慢来
"

还有时间
"

不着急
)

您想去哪儿走走
0

我陪

您
) &

这会让老人感到子女值得

信赖
"

他们随时随地都愿意支

持自己
)

不要担心老人会因此得寸

进尺
"

老人是不会被宠坏的
"

只

有小孩才会
"

因为老人不会予

取予求
"

也更懂得维护尊严
)

此外
"

跟父母说话要讲究

分寸
)

比如
"

如果你不断对父母

强调
!(

我很忙
1

压力很大
1 &

在

父母看来
"

潜台词就是
!

你最好

不要来烦我
1

不如换种说法
!

(

我现在没办法处理
"

您可不可

以下次提前点告诉我
"

我好安

排
) &

这会让老人家了解
"

这只

是被迫拒绝
"

而不是
(

孩子不想

帮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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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

一组关于未成年

人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数据
"

再度激起人们对青少年成长

之路的忧虑
)

这份由全国妇联完成的

调查报告显示
"

我国各年龄段

儿童的睡眠时间均未达到国

家规定
"

其身体发育将因此受

制
)

此外
"

学校和家庭给予儿

童双重学习负担
"

超半数中小

学生视学习压力为最大烦恼
)

在素质教育旗帜高扬
"

减

负举措接连推出的今天
"

中小

学生的
(

生存
&

状态为何依然

堪忧
0

记者随后对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进行

的采访
"

似乎使问题的严重性

更加凸显
)

据孙云晓介绍
"

0111

年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全

国少工委对全国
02

个省
*

区
,

市
+

34

个区县的中小学生进行

的大规模调研发现
"

半数以上

中小学生学习超时
"

睡眠不

足
-

而
4

年后的
5226

年
"

对原

地区进行的对比性调查显示
"

上述情况非但没有改善
"

反而

更加恶化
)

(

这说明什么
01 &

(

说明学生压力更大了
"

负担更重了
"

竞争更加激烈

了
) &

孙云晓言辞肯定
)

>?@ABCDEDF

是谁让孩子的压力越来

越大
0

(

父母
) &

专家态度明朗
"

而记者采访的几位家长对此

也毫不讳言
)

(

我们确实在大力推进素

质教育
"

我们确实采取了各种

措施减轻学生负担
"

但学生的

学习压力却没有从根本上扫

除
) &

为什么
0

作为资深的青少

年问题专家
"

孙云晓的心中交

织着无奈与急切
)

调查显示
"

有近七成的学

生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完成

家长布置的课外补习作业
"

728

以上的学生上学业补习

班
"

超过
528

的学生上兴趣特

长班
)

而来自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则

揭示了这一状况的根

源
!

63&98

的中小学生

父母希望孩子能读到

博士学位
"

:7&48

的中

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

到前
06

名
)

孙云晓分析指出
"

(

这两个数据说明
"

随

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
"

人们对教育的重视

程度与日俱增
"

今日父

母对孩子的过高期望
"

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状

况
"

也违反了学习的规

律
) &

GHIJ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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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

童年恐慌
&"

是近年来孙云晓和他

的同事大声疾呼的一

个严肃课题
"(

童年恐

慌
&

特指儿童因面临巨

大压力
*

尤其是指与学

习有关的压力
+

所导致

的童年缺失而出现的一种较

强烈的焦虑心态
)

而事实上
"

任何一个父母都不可能愿意

看到自己的孩子经历这样的

(

童年恐慌
&"

每个父母都深

知
"

自己的孩子是
(

爱玩儿
&,

(

求乐
&

的
)

李女士的儿子在一所重

点小学上三年级
"

从一年级第

二学期开始
"

她每个周末抽一

天时间让孩子上英语班和奥

数班
) (

没办法
"

只坚持了一个

学期就不行了
)

你不学
"

别人

都在外面学
"

我们不就落后

了
0

把你逼得只能上
)

而且家

长之间互相攀比
"

让我很矛

盾
"

也很苦恼
) &

李女士说她的孩子即便

这样也算是轻松的
"(

据我所

知
"

有的同学晚上
1

点下了课

后班
"

回家还得弹会儿琴
"

背

点单词
"

折腾到十一二点才能

睡
) &

一个小学三年级孩子的

母亲
"

她的
(

挣扎
&

才刚刚开

始
)

而她对未来的判断颇有些

悲观
"(

永远解决不了
"

只能愈

演愈烈
) &

不情愿又不得不
"

是什么

逼得孩子的父母们如此左右

为难
0

孙云晓用
(

重点情结
&,

(

精英情结
&

概括当前父母们

望子成龙的心理特点
) (

过去

的目标是考上大学
"

现在不再

是上大学那么简单
"

而是要上

好大学
)

怎么上好大学
0

重点

高中
"

重点初中
"

重点小学
"

甚

至重点幼儿园
) &

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

孙云晓说
"

这些年
"

压力的低

龄化趋势日渐明显
"

出现的非

常鲜明而激烈的竞争点
"

一是

幼儿园升小学
"

导致幼儿教育

的小学化
) (

为了使自己的孩

子在接受测试时显得优秀
"

逼

着幼儿园开课
&"

孙云晓用
(

灾

难性
&

来评价这一压力下移的

后果
)

二是小学升初中
"

其竞

争之惨烈从小学生成为公共

外语考试主角的现实中可见

一斑
)

(

中国教育的优质资源没

有增加
"

而人们对子女的期望

值却在不切实际地成倍增长
"

与此同时
"

就业压力也导致了

恐慌心理快速蔓延
) &

更为严

重的是
"

父母的压力不断传递

给孩子
"

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

使竞争成为一种习惯
) (

这是

非常可怕的
) &

孙云晓说
"(

许

多孩子认为
"2

我不拔尖就不

是好孩子
3"

这是对孩子心理

的一种极大的伤害
' &

RSTUIVW

颇有些耐人寻味的是
"

此

次发布的调查表明
"

:28

以上

的家长重视儿童的全面发展
'

在回答
(

家庭教育最大的成功

是什么
&

时
"

按照回答比例的

高低排在前
7

位的是
!(

孩子

的 德 智 体 美 全 面 发 展
&

*

31&58

+,(

培养一个身心健康

的孩子
&*

50&78

+

和
(

培养出对

社会有用的人
&*

1&:8

+'

观念与行动
"

父母们无疑

存在着某种矛盾
'

而在孙云晓

看来
"

这是一种进步
'

(

从观念上讲
"

父母知道

素质教育对孩子是最好的
"

但

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
"

不能

画饼充饥
"

当前最有效的还是

分数
,

名次
' &

(

从过去认识上存在误

区
"

到现在表现在行动上的误

区
"

这是父母们最大的变化
' &

孙云晓说
"

随着以人为本思想

的普及
"

已经有很多父母通过

送孩子参加社会实践
,

体育活

动等
"

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

现实中
"

的确有一些明智的父

母已经在努力坚守素质教育

的信条
'

;

女士的儿子就读于

北京一所著名中学
"

从小学到

初中
"

她几乎没给儿子报过任

何课外班
'

尽管孩子身边
118

的同学都在上各种辅导班
"

尽

管孩子已经多次抱怨因为没

上提高班而与同学有了差距
"

但她至今仍然顽强地坚持着
"

(

我们不跟别人比
'

能力强不

强完全靠自己
"

绝不是交给辅

导班就一了百了了
' &

(

有了老师
"

你就会了
0

错
1

学习本该回归到自己
'

让

孩子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

事
"

这才是学习的本位
'

在这

个问题上
"

家长要先掌握正确

的学习方法
' &

一边是素质教

育的理想
"

一边是固有评价体

系下考试
,

分数
,

升学的激烈

竞争
"

当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感

到破解无望时
"

;

女士正以自

己的方式寻求答案
'

孙云晓同样认为这不是

什么无解的难题
' (

只要观念

改变了
"

有很多路可以走
' &

(

每个父母都在为孩子一

生的幸福而拼搏
'

什么是幸

福
0

不是进名牌大学就是幸

福
'

你的孩子只有身心协调发

展
"

才是一生幸福的基础
'

做

父母的
"

如果真正树立起这样

的观念
"

你就会以宽松
,

平常的心态面对孩子的

成绩
' &

孙云晓说
'

(

当然
"

国家确实需

要改变导向
"

把高考变

成素质教育的指挥棒
"

而不是应试教育的指挥

棒
' &

孙云晓认为
"

这方

面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

过
'

从自主招生的试行
"

到部分省份开始推行的

高考改革
"

到教育部近

期推出的中小学生综合

素质评定
"(

可以肯定地

说
"

素质教育的环境已

经有了明显改善
' &

孙云晓特别忠告天

下父母
"

要有一种战略

思维
' (

爱孩子是容易的

事
"

对孩子真正的爱要

表现出一种眼界
"

一种

教育上的远见卓识
' &

(

爱孩子
"

就要为他

的幸福着想
'

孩子的各

种发展都有可能获得幸

福
"

幸福
"

就是让孩子身

心健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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