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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守岁、春节拜年、走亲访友⋯⋯除了这些，这个年你还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萧山

的孩子们都做了些什么⋯⋯

听孩子们说说过年“那些事儿”

李潇婧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由于独

自一人在海外留学，今年春节父母决定去英

国陪女儿一起过年。父母难得出国一趟，李

潇婧就决定带着父母去英国周边的国家转

转，于是这个春节她带着父母游玩了瑞士、德

国、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

谈及和父母在国外的旅行，李潇婧感触

很深：“总体很顺利，最大的感受是角色互

换。以前旅行都是父母做好准备工作，我跟

着去玩儿就行了。而带父母在国外旅行需要

由我来做准备工作。住宿、车票、船票等都由

我提前订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与父母

的角色也在发生着转变。小时候，父母是孩

子的依靠；长大后，孩子成为父母的依靠。“以

前旅行时并没怎么关注父母玩得怎么样，现

在会更关注父母的感受，希望他们能玩好。

不过有时候也觉得好心酸，感觉父母一下子

变老了。”李潇婧说。

如今，李潇婧留学在外，已具备独立生活

的能力。带父母在英国旅行时，一方面是父

母的导游，更承担了翻译的双重任务。李潇

婧说：“由于语言不通，在异国旅行时，父母会

比较依赖我们。比如购物、吃饭、乘车时，需

要我们去和有关人员沟通。一些日常英语我

们已经听习惯了，但在给父母翻译时，要考虑

怎么翻译才能让他们更容易理解。不过，通

过这次跟父母一起在国外的日子里，让我们

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让我

感觉倍加珍惜。”

长大了
既当导游又当翻译

“寒暑假作业对于孩子们来说，一直都是

一个‘愁人’的存在。以前是作业太多，如今

是太个性，甚至经常出现举全家之力仍不能

为的情况。作业的初衷是学习和巩固知识，

如果闹得人仰马翻、叫苦不迭，甚至令孩子产

生抵触心理则得不偿失。作业可以有个性，

但更要符合实际，今年孩子的班主任给孩子

布置了学一道拿手菜，我就觉得非常实用。”

汇宇小学的家长笑着向笔者说。

汇宇小学学生家长吕女士说,她的儿子

正在读四年级,学做一道菜成了孩子感兴趣

的寒假作业。她告诉笔者,儿子从小就喜欢

吃萝卜炖牛肉,刚好老师也布置了这么个作

业，于是寒假里儿子化身小厨师,嚷着让爸妈

传授做菜的技艺。从买菜、洗切、烧菜儿子全

程参与其中。

如今就算没有家长在一旁指导,吴晓辉

烧起菜来也已经有模有样了。吕女士说,学校

的这个作业让她感到惊喜,在增进家庭的亲子

关系的同时,也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没想到我也能做这么好吃的萝卜炖牛

肉，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希望下次还能烧得

更好吃，有机会还要跟爸爸学习油焖大虾、肉

末茄子等。”他也表示通过这次的实践，更理

解爸爸妈妈的辛苦了。“又要工作，还要买菜

烧饭真的非常忙碌，如果我学会了，忙的时候

我也可以帮忙啦。”最后，吴晓辉告诉笔者，

“以前一听到寒假作业就觉得好烦，没想过老

师还会布置做菜这么有意思的作业，也让自

己对寒假作业有了改观。”

寒假作业，也可以很受欢迎寒假作业，也可以很受欢迎

陈璐薇的爸爸是工程师、妈妈在银行上

班，平时很少有机会跟妈妈爸爸一起看电影，

璐薇平日里就特别羡慕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看

电影的同学。趁着过年的春节档，璐薇也是

抓住机会好好体验了一把。

为了满足女儿的小小心愿，第一次在春

节期间去电影院买票的陈爸爸，未能成功预

判大年初一时电影院的“火爆”。“除夕晚上

七八点钟，就没啥位置可选了。”最终，为了

能在年初一晚上 8 点多钟看到电影，陈爸爸

带着一家人去了萧山相对冷清的电影院看

《捉妖记 2》，因为“这个时间其他影院只有

前三排还有座位了。”之后的几天，陈爸爸

又带着全家去电影院看了《红海行动》和

《唐人街探案 2》。据陈爸爸表示，每一场电

影，上座率都超乎想象。而女儿璐薇对于老

爸春节期间的表现也是非常满意，直呼“好

幸福！”

影院售票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春节这

几天顾客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大年初一

那天，整个大厅都站满了人，买票、取票、

检票的队排老长了，跟火车站差不多。”如

今越来越多市民将“看电影”列为春节一项

重要活动，电影院内大多都是以家庭为单

位的观众。

“从去年开始，每年大年初一我都带着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来看电影。我发现有这

样的习惯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大家伙一起笑

一笑，热闹热闹，过年这么过也挺开心的。”

市民刘女士表示：“主要是因为看电影越来

越方便了。”

跟爸爸妈妈
一起看电影“好幸福”

蒋亚明

春节拜年，孩子们都会收到长辈们给的

压岁钱，这也是过年期间最能体现“年味”

的民俗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萧山地

区的压岁钱数目也是水涨船高，少则几百，

多则几千，更多的可能上万，很多孩子过完

年都成了“小富翁”。而如何合理管理这笔

压岁钱，也成了很多家长跟孩子越来越关注

的话题。

“今年，你收到了多少压岁钱呀？”笔者问

潘敏敏。

“爷爷奶奶给了 2000 元，外公外婆给了

2000元，太公太婆给了1000元，其他亲戚总

共给了 4600 元，爸爸妈妈后来给我凑了

10000 元。”别看潘敏敏年纪不大，对于过年

压岁钱“这笔账”，算得可一点不含糊。今年

15 岁的潘敏敏在上初二，当问及如何打理这

笔钱时，敏敏俨然化身为一个小小理财师。

“银行里的利息不高，所以我小时候爸爸

妈妈给我买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一部分钱

我交给爸爸妈妈给交保费了。剩下的钱，我

又分了2份，一份是这一年的日常学习开销，

我把 1000 元放在妈妈的余额宝里。另一份

2000 元，我会交给妈妈，家里一起买了理财

产品，时间一到妈妈给我分红。”听了敏敏投

资，笔者也竖起了大拇指连连点赞。

敏敏这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理财规

划，让很多大人直呼不可思议。敏敏的妈妈

就说，“从五年级开始，女儿的压岁钱我们

就交给她自己打理了，不过当时我们签订了

一个‘理财协议’，使用女儿的压岁钱进行

投资，再每个月进行结算分红。”王女士表

示，女儿对于这种理财游戏乐此不疲。同

时，当她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也会告诉她一

些基础知识，比如保险的作用是什么，我们

为什么要买保险。当敏敏了解了之后，她也

会非常愿意将钱拿出来了。所以整个过程

寓教于乐，远比之前“没收”压岁钱的方式

更有教育意义。

压岁钱不没收，做个小小理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