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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专业的音响设备，没有舞美和灯

光，但却拥有上千的观众，赢得了无数掌

声。

近日，一段学生在杭州初中校园里演

唱粤语歌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被转发。“校

园变成了演唱会现场，这大概就是05后的

青春吧。”有网友评论。

记者找到了这段视频拍摄的学校，视

频背后有一个关于友谊和青春的故事。

本报讯 中学女生们的统一发型，这几天在

互联网上有了新名字，被叫做“鲶鱼须”。起因是

一位中学老师分享的视频，镜头里正在埋头学习

的女生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额头正上方垂下两

绺头发，挡住半张脸。

女生们齐刷刷的“鲶鱼须”发型引起了网友

们热议。中学阶段，女孩们对头发的审美会达成

惊人的一致，80 后的斜刘海，90 后的齐刘海，00

后的空气刘海，现在 10 后的“鲶鱼须”⋯⋯无论

哪个年代的中学生，都曾被一款发型制霸过。

因为刘海
家长与初中生女儿总吵架

“十几岁青春无敌，绑个马尾多好看，非要披

着。哪怕扎了马尾，也要留两根‘鲶鱼须’。”何女

士是一位初一女生的妈妈，近一年来，因为发型

问题，她和女儿吵了好多次。

何女士说道：“她对自己的发型不满意，一定

要剪个‘八字刘海’修饰脸型。去学校她就扎马

尾挂‘鲶鱼须’，不上学或者出去玩就喜欢披发。

我买了各色发夹想说服她用，弄一个清爽的发

型，每次还没说上几句，就‘鸡飞狗跳’。”

家长王女士家，也有“同款”的“鲶鱼须发型”

女儿。“可能是这款发型长在了10后女孩子的审

美点上。”王女士告诉记者，每天晚自习回家，女

儿就会迅速地把发夹拿掉，让“鲶鱼须”挂下来。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还念叨着发夹太紧了，要

‘秃了’，真的笑死了。”王女士说。

“鲶鱼须”
为何备受初中女生追捧

对于这款发型，10后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每

次家长或老师让她们剪掉“鲶鱼须”，都会遭到拒

绝，同学们列举的理由也五花八门。

有的表示“鲶鱼须”发型省时省力，初中学习

时间紧张，这种发型扎起来比较容易；有的是为了

护发，“高马尾要扎得很紧才能出效果，这种发型

比较松弛，不伤头发，提前保护发际线”；有的学生

则表示这款发型不挑脸型，能够遮住额头或者颧

骨，修饰脸型，使脸看起来更小；还有一个理由最

简单，单纯就是为了合群，“大家都在这么做，自己

不留这种发型就会显得不合群或被排斥”。

心理专家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渴望展现自

我、追求个性。服装、发型是初中生表达自我、彰

显个性的重要途径。

由此可见，所谓“中学女生统一发型”并不是

凭空而来，反而是青春期女生对当下某种时尚流

行的模仿。只是她们没法让刘海变成“明星同

款”，随着时间的流逝，蓬松刘海会逐渐垮塌，在

重力、汗水与出油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变成了家

长口中看不懂的“鲶鱼须”。

与其抵制
不如潜移默化引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学校都对学生

的发型有要求，如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披发。

“主要是希望孩子们注重仪容仪表，整体整洁清

爽。女孩子刘海不能过长，主要是考虑到不要遮

挡视线。”一位初中班主任老师告诉记者。

当家长和孩子因为“鲶鱼须”争吵时，到底要

更关注什么？

一位初中资深心理老师建议家长可以和孩

子多沟通，“家长可以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和

观点，比如担心发型会影响孩子的形象和学业

等。但是，要注意避免过度干涉和指责，注意说

话方式，以免引发孩子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在不

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孩子拥有自己的选择权。与

其抵制，家长还不如通过明星造型和影视剧人物

形象对她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学校通过美学

教育，帮学生建立良好的审美标准。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金丹丹/文 受访者供图

事情发生在杭州钱塘区的下沙中学（杭电

附中），“‘尚艺台’是下沙中学在校园环境改造

时设立的一个“舞台”，那天是一月一次的展示

活动，有香港的中学生到学校来交流，他们就站

上了舞台，即兴唱了一首歌。”校长童永圣说，老

师把这个瞬间拍了下来，发在网上，现在看来依

旧让人有些感动。

下沙中学（杭电附中）与香港耀道中学是

友好学校，曾多次互访，有着深厚的情意。近

期，下沙中学时隔近 4 年再度迎来了香港的朋

友们。耀道中学的师生来杭交流 3 天，有一整

天的时间，与下沙中学（杭电附中）师生相处，

沉浸式感受杭州初中生的日常。这一天里，

最令大家难忘的便是“尚艺台”上的这场交流

活动。

“我们的孩子表演了《水调歌头》、《东方之

珠》等才艺，香港的中学生唱了一首《凡星》粤

语歌。”回忆起当天的场面，校长童永圣有些

激动，他用热烈且奔放来形容当时的场面。

特别是当香港学生们演唱《凡星》这首粤语歌

时，全校学生都来围观了。“‘尚艺台’就设在

校园教学楼的中央，从台前到教学楼的走道，

挤满了学生，大家认真听着，并挥起手来。”虽

然香港学生在学校只停留了一天，但他们跟

下沙中学学生一起上课，一起交流，短暂的相

处培养出了友情。

正如《凡星》这首歌里唱的那样，“谁都可发

光，只要找对地方。”“05后的孩子们很聪明，也

很有想法，他们是一颗颗冉冉升起的星，我们的

教育就是要帮助他们找到对的方向，让每一道

光被看见。”童永圣说，这是两所学校老师们在

孩子们交流中发现的共同点。

童永圣表示，他鼓励每一个愿意展示自我

的孩子站上“尚艺台”，去跳热爱的街舞，去唱青

春的歌，去讲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因此学

校每个月都会在“尚艺台”组织各种活动，每一

次这里都会成为全校的焦点。“再小的舞台，也

会被瞩目。”童永圣说，这是学校想通过“尚艺

台”让孩子们懂得的人生道理。

本报记者

谢春晖

通讯员

李慧静

一首《凡星》引爆课间，05后学生校园齐声高唱：

谁都可发光 只要找对地方

80后的斜刘海
90后的齐刘海

00后的空气刘海

这届中学女生
独爱“鲶鱼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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