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观点 2025年3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崔淑静 美术编辑 / 李旭 校对 / 李丽

□ 贠秀军

在家庭教育中，“我都是为了你
好”是许多家长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这句话承载着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望
和无私关爱，却也常常成为亲子矛盾
的导火索。孩子们对这句话的反感
甚至抵触，让许多家长感到困惑与无
奈：明明是一片苦心，为何换来的却是
疏离和对抗？

诚然，很多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更
好的物质条件，几乎倾其所有。他们不
惜背负贷款购买学区房，省吃俭用为孩
子报昂贵的补习班，甚至为孩子规划好
一条自以为完美的人生路线。殊不知，
这种“无私的爱”无形中却给孩子套上了
难以挣脱的精神枷锁。

家长的“为你好”往往伴随着对孩子
的控制和过度期待。他们根据自己的经

验为孩子规避风险、铺平道路，又按照自
己的意愿让孩子按设定的方向成长。然
而，这种看似无私的关爱，却忽视了孩子
的独立性和自主选择权。当家长以“为
你好”为由替孩子做决定时，孩子感受到
更多的是束缚而非自由，是压力而非支
持。另外，父母自我牺牲式的爱附加着
隐形的条件——孩子要听话、要感激、
要报恩，这就使得“为你好”异化为“情
感绑架”，当孩子不听话、表现没达到家
长预期的时候，家长便会将自我牺牲搬
出来指责孩子，长此以往，孩子便会处
在愧疚和自责中，性格也变得自卑而敏
感。

“为你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何
表达和践行这份爱，才是家庭教育的关
键。家长应当尊重孩子的独立性，认识
到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
的成长路径。家长可以适当为孩子遮风

挡雨，但也要敢于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
问题和挫折，在风雨中磨砺成长。其次，
有效的代际沟通也极为重要。家长需要
平等地与孩子沟通，倾听并理解孩子的
想法。孩子也要理解家长的良苦用心，
学会以理性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
受，而不是通过叛逆或逃避来应对压
力。应该看到，当“为你好”从居高临下
的训诫转变为平等对话的起点，家庭教
育才能回归其本质。

教育的目的，不是塑造一个符合家
长期望的孩子，而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
的自己。当家长能够放下控制欲，学会
倾听和尊重，亲子关系自然会更加和谐，

“为你好”也才能真正被孩子理解和接
受。当家长学会用倾听代替说教，用陪
伴替代控制，用信任取代焦虑，那句“为
你好”才能穿越代际隔阂，真正抵达孩子
的内心。

“为你好”式教育，缘何不讨好

□ 赵鹏

不知何时起，内卷一词成为职场和
行业竞争中的热门话题。从“996”工作
制到无休止加班，内卷现象不仅让员工
身心俱疲，也让企业陷入低效竞争的泥
潭。然而，最近一些行业巨头如大疆、美
的、海尔等企业“不准加班”政策频繁登
上热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加班文
化”的纠偏，更是对发展逻辑的反思。

内卷的本质是同质化竞争下的资源
浪费。对于制造业，价格战成为企业争
夺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导致行业利润

被不断压缩，甚至陷入低于成本价竞争
的恶性循环。而对于互联网行业，重复
建设、扎堆布局热门赛道的现象屡见不
鲜，这不仅抑制了创新，还让企业在未来
的科技竞争中失去活力。在内卷式竞争
环境中，加班成为常态，效率反而成为例
外；当低价成为习惯，创新反而成为冒
险。内卷不仅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发展，
也让员工在无休止的加班中失去了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

要打破内卷，企业需要从根本上改
变发展模式。华为的“咖啡时间”、腾讯
的“活水计划”都揭示了一个真理：真正

的竞争力来自创新密度而非工时长度。
德国制造业的“隐形冠军”战略表明，专
注细分领域的技术深耕比规模扩张更具
持久生命力。这些案例证明，将资源从
低效竞争转向创新研发，才能跳出内卷
泥沼。

令人欣喜的是，政策层面也在积极
推动反内卷。今年全国两会上，“整治内
卷式竞争”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多位代
表和委员呼吁建立良性竞争的市场环
境。这一政策导向与企业行动形成合
力，为反内卷提供了制度保障。

如此看来，“不准加班”不仅是对员

工的关怀，还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
信号：效率比时长更重要，创新比内卷更
有价值。只有当企业真正将精力投入到
技术创新、服务升级和人才培养上，才能
构建更健康、更可持续的职场生态，推动
行业和经济良性发展。

反内卷不能只是一时风潮，而应成
为一项持久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制
度革新、认知升级到行动转变等多维度
发力。唯有如此，才能打破“越努力越窒
息”的恶性循环，我们每个人也能在时代
洪流中享有舒展生长的空间。

拒绝内卷，从不准加班开始

□ 郝凯

近日，蜜雪冰城因
“隔夜食材”问题引发热
议，令人意外的是，舆论
并未大规模声讨，反以

“低价包容论”为主流，
在社交媒体上演变成一
场“守护雪王”的集体行
动。这一现象既在意料
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消
费者对蜜雪冰城所展现
出来的宽容态度，与对
高端品牌的苛责形成鲜
明对比。这种看似矛盾
的态度，实则是经济理
性与情感认同交织的产
物。不过，企业若将宽
容视为“免罪金牌”，终
将付出信任崩塌的代
价。蜜雪冰城需认清，
今日消费者的宽容源于
昨日的低价红利，而明
日信任是否存续，则取
决于今日的品控投入。

蜜 雪 冰 城 的“ 幸
存”源于其精准的市场
定位：4 元的冰鲜柠檬
水、2元的冰淇淋，这些被称为“价格守门
员”的单品，构成了蜜雪冰城最坚固的

“护城河”。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背后，是
经济压力下的妥协，亦是情感认同的投
射——品牌形象已从商品升华为“平民
消费”的符号。然而，感性包容不应掩盖
理性底线。食品安全是民生红线，消费
者可因价格调整期待，但企业无权因低
价降低责任。

消费者宽容实为对品牌的“信用预
支”。当企业以规模扩张为首要目标，品
控体系若未能同步升级，隐患将随门店
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加盟模式下，单店
品控失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社交媒
体时代的“破窗效应”会加速信任崩塌。

消费者的宽容是市场给予的试错机
会，而非企业逃避责任的护身符。企业
获得持久宽容的关键，在于将消费者的
理解转化为责任担当。蜜雪冰城若止步
于“低价无罪”的辩解，终将困于信任赤
字；唯有以责任升级匹配规模扩张，方能
让“低价”真正成为“普惠”而非“低质”的
代名词。商业世界的竞争，从不同情“躺
平者”，只奖励“清醒的进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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