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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给孩子安排这个暑假呢! 在百

度搜索上输入相应的关键词" 记者发现

很多家长都在关注和讨论这个话题# 有

的家长说"自己没时间看孩子"得把孩子

送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去%有的家长

说"小孩暑假要补课"再有时间就报一两

个兴趣班学点东西%有的家长则说"既然

放暑假"就让孩子在家休息和玩"只要做

完作业"看电视$打电脑都随他# 也有不

少家长制订了出游计划" 打算带孩子到

处走走"增长见识"或者报一个夏令营"

让孩子锻炼独立和自理的能力#

然而"孩子们会怎么想呢!对于这个

暑假" 他们是不是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呢!如果仅仅只是父母一厢情愿的决定"

那孩子在无可奈何的屈服之下" 必然会

变得很不快乐" 甚至产生一些心理阴影

和情绪障碍# &这些常常会被家长所忽

视" 但心理问题所导致的危机和身体患

病比起来"往往更加严重#'专家认为"家

长应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和孩子一起制

订暑假计划"并多方面地做考虑"而不是

抱着所谓的&好意'和&良苦用心'"想当

然地帮孩子做决定" 其实却是把孩子困

在重重&围城'之中"掠夺了他们的快乐"

打破了他们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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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了"家长反倒苦恼

起来

童童妈妈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

题! 毕竟"童童今年只有
6

岁"对于这

个年纪的孩子来说"暑假一般没有太

多的去处"两口子又工作忙 "经常很

晚才到家" 基本没时间照看孩子"只

能请保姆或老人帮忙看! 但童童妈妈

对保姆又不放心"生怕保姆虐待或拐

骗小孩"思来想去"还是送去外婆那

过暑假好! 反正"童童从小是外婆带

大的"不怕她认生!

赵女士的女儿今年刚上初一! 因

为上的是有名的重点中学"学习压力

比较大"而在小学里名列前茅的女儿

现在也就仅仅是中等水平! 为了让女

儿功课有所提高"赵女士这个暑假准

备让女儿补课! 她告诉记者"很多孩

子都在抓紧时间补习"就连女儿的好

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也一点不敢放

松"要是女儿不跟上"差距只会越拉

越远! 更何况"补习班大多都是提前

学新课"人家学了"咱们不学不就更

落后了吗# 到时候考试比别人差"孩

子心里也难受!

博友$石城雪莲花%在自己的博客

里写道&'专家一致认为要给孩子自

由"让其发挥天性"但去年暑假"上小

学的儿子自己一个人在家" 结果不停

地上网看电视"视力迅速下降"必须要

戴眼镜!早知道会这样"我宁愿帮他报

个兴趣班"就算孩子不一定情愿"至少

能保护眼睛吧!作为家长"我也想孩子

暑假有个娱乐的地方" 但要是没人监

管"让他一个人出门"我就很担心"他

出去时总交代要小心马路上的车"他

出去打篮球(唱
789

"我又说不要跟

陌生人说话"害怕被坏人骗走) 哎"现

在就一个孩子"家长也很无奈呀* %

刘小姐是某银行的高管* 她表示"

现在的家长不是不明白孩子需要玩"需

要减压"但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

竞争压力的加大" 使得家长们越来越

不敢放手* '像新闻里经常说"不少孩

子在暑假没人监管" 有上河里游泳淹

死的"有独自在家失足掉下楼的"有在

马路上跑被车撞的"很多很多* 同时"

还有来自学业的压力"大家总在说"谁

谁考了什么好学校"谁谁落了榜"只能

去打工*作为家长"不可能不受到这些

舆论的影响" 而面对一个自制力薄弱

的孩子"谁敢让他放任自由呢# 要是出

了什么意外"上哪找后悔药呢# %

关键词
!

) 被抛弃 害怕 缺乏安全感

暑假把孩子送老家是很多家长都

会做的一个安排*但余金龙认为"

1

岁以

前的孩子不宜离开父母"即使孩子从小

是老人家带大的" 和老人家的感情很

深+

1$#

岁之间" 能不能暂时离开父母#

要看孩子的独立性和适应性如何"如果

小孩依赖性很强"独立性很差"也不宜

突然与父母分开*

这是为什么呢#

#

岁前是人的安全

感建立的最重要的时期* 尤其是
1

岁以

前"婴幼儿脑海里还未形成清晰的母亲

形象"一旦离开"脑海里就没有了母亲"

就意味着被抛弃" 从而感到恐惧和害

怕"严重缺乏安全感* 如果爷爷奶奶家

还有其他孩子"有的孩子会感觉到老人

偏心"甚至还觉得爷爷奶奶的管束也是

对自己不好"这其实也是缺乏安全感的

一种表现* 这些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时纠

正"孩子将长期背负着心理阴影"并导

致人际交往障碍* 同时"长大后这种心

理还会投射出来" 表现为对婚姻不信

任"对同事充满怀疑等+临床上焦虑症,

偏执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精神心

理疾病也常与这种内心安全感缺乏有

关*

此外"孩子到爷爷奶奶家去"虽然

是血肉至亲"但毕竟爷爷奶奶家不是自

己家"很可能住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寄

人篱下%的感觉"为了能继续住下去"为

了讨他人喜欢" 孩子只得学会察言观

色" 这会影响孩子内在标准的建立"孩

子长大后" 其情绪行为容易受他人影

响"缺乏自信*

关键词
"

) 被逼迫 痛苦 学校恐惧症

不少家长认为" 暑假要么补课"要

么上兴趣班"要么去英语夏令营"两个

月假期不能浪费" 总得多学点知识(技

能"有所收获* 但孩子刚刚结束了一个

学期的学习" 转眼又得上这课上那课"

他们自己喜欢倒也罢了" 但很多时候"

他们并不情愿"甚至很反感"却不得不

被逼着走进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培训

班(封闭营"那种郁闷(痛苦的心情可想

而知*

余金龙说"现在学校恐惧症的孩子

越来越多"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学业的压

力太大" 一方面学校要布置很多作业

和习题 "小孩没多少时间能玩"另一方

面家长还变本加厉"让小孩参加很多培

训班"把课余时间也占据了* 当长期处

于紧张(焦虑的情绪下"孩子就会从心

底里更加抵触学习和学校* '别看他们

外表很怕家长"但潜意识里"他们会有

千百种方法来战胜家长*学校恐惧症就

是其一" 孩子一说上学就浑身不舒服"

头痛"恶心"出现各种各样的躯体症状"

但不去学校就没事了+还有学习问题也

是如此"你越是逼着他学"他越厌学"注

意力不集中"在课堂上好动"跟老师对

着干*%家长越是用力量压迫孩子"越会

遭到强烈的反弹"这种反弹不是孩子直

接跟父母对着干"而是孩子出现心理问

题(学业问题或躯体的症状*

广州心灵导师马宁表示"家长老逼

着孩子学他们不喜欢(不感兴趣也不能

展示其特长亮点的东西"反而不利于孩

子建立自信心" 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在

学习上难以获得进步*

关键词
#

)被忽视 孤独 社交恐惧及

焦虑症

有些家长工作忙"早出晚归"又觉

得小孩比较大了" 可以一个人待在家

里"就干脆任孩子在家里玩"除了做两

顿饭"偶尔督促一下学习"其他都不闻

不问* 这种类似'留守儿童%的缺乏父母

陪伴的暑假生活"常常会让孩子感到被

忽视甚至被遗忘" 感到孤独和寂寞"从

而通过其他方式来寻求快乐" 释放焦

虑*

余金龙说"孩子在暑假里沉迷于网

络"形成网瘾"这有时是孩子排解孤独

和释放焦虑的一种方式* '父母不理我"

我就自己上网交朋友(玩游戏"也能填

补空虚和寂寞* %如果孩子老是'宅%在

家里上网"和父母(家人(同学(朋友疏

于沟通和联系"久而久之将可能导致社

交恐惧症"即越是不出门"越是不敢出

门"不敢和别人见面(说话"甚至包括父

母* 此外"这类小孩还可能偷偷喝酒(吸

毒(猛吃东西"以此来宣泄内心的苦闷

和焦虑*

"

孩子安置不当"会引致心理危机

!!!!!!

广州医学院心理科专家余金龙表示"家长最喜欢对孩子说'我是为你好%"但所谓的'好意%"对孩子来说无疑是

牢笼*暑假安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小孩上学很累"放假了希望多玩"天天去游水"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还希望把

电脑还给他们"可家长却依然忙于工作"不但不抽时间多陪伴孩子"还想当然地让孩子补课上培训班"把时间安排得

满满的"或干脆撒手不管"把小孩送回老家或丢给保姆"有的则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任他大闹天宫也不闻不问* 这

些极度忽视孩子意愿"特别是强迫孩子屈服的做法"往往会给他们带来难过(苦闷(抑郁(愤怒(孤独等诸多负面情

绪"甚至可能造成心理阴影和情绪障碍*

#

专家建议)

让孩子多休息" 尽情玩

马宁认为 " 了解孩子的所想所

思" 关注他们的内在需求 " 而不是

一厢情愿地养孩子 " 对当下的父母

而言尤为重要 * 而余金龙表示 " 任

何人都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 孩

子也是一样 * 如果家长总是过度的

保护" 一味的干涉 " 那孩子会失去

自主和自立的机会 " 也会缺乏责任

感和承担能力 " 对成长是极为不利

的*

'我觉得暑假一定要让孩子好

好休息和玩 * 只有休息好了 " 玩好

了" 才能积蓄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

下一轮的学习任务中去 * % 余金龙

说" '补习除非是成绩太差 " 否则

根本没有必要 * 现在的孩子是知识

学得太多" 而且对成绩过分追求完

美*%

对于是否让孩子暑假上兴趣班"

专家倒是持赞同态度 * 马宁强调 "

在选择兴趣班的时候 " 家长首先要

考虑的还是孩子的爱好 * '自信和

专注是从兴趣爱好中来的 * 比如你

要是喜欢做一件事 " 你就会很愿意

去把它做好 " 并且非常专心 " 精神

高度集中 " 这样一来效率提高了 "

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 从而带来更多

的自信*%

孩子的快乐 ( 健康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父母的陪伴和爱 " 而暑假正

是亲子沟通的好机会 * 即使家长工

作再忙" 最好不要和孩子分开 " 要

是上班没时间看孩子" 可以请老人(

亲戚朋友( 正规机构介绍的保姆或

大学家教中心的学生来陪伴孩子 *

而在工作之余 " 父母可以时不时给

孩子打电话 " 下班后多抽点时间和

孩子聊聊天 " 协助孩子解决学习 (

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 周末带孩子外

出逛逛街( 游游公园 ( 爬爬山 " 买

点孩子喜欢的小东西等 " 切忌让孩

子产生被遗弃的感觉而影响身心健

康* 忙着赚钱的父亲 " 和孩子的关

系向来比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得疏

远" 趁着暑假更要多多跟孩子互动(

游戏( 玩耍 ( 沟通 " 增进父子或父

女关系"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会更加

有利*

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 几乎

每年暑假都会有一些中小学生在各

种事件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 所

以" 家长在假期里一定要对孩子进

行生命意识教育 " 使他们懂得珍惜

生命 " 自觉做到不私自下河游泳 "

不到危险的地方去玩 " 不跟陌生人

外出" 不玩火玩电 " 尤其不要让年

幼的孩子单独外出" 以免发生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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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大自然

无论是父母带着出游还是参

加夏令营!都应该走出家门!让孩

子多跟大自然亲近" 海边是最好

玩的地方!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追

浪#玩沙#捡贝壳!也可以带孩子

到农庄住几天!带孩子喂喂鸡#种

种菜#摘些瓜果!让孩子亲身体验

一把农夫生活$ 还可以搞家庭聚

会! 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安排户

外活动!如郊游#宿营等!让孩子

跟同龄人多接触! 并跟着大人一

起动手搭帐篷#点篝火#烤食物#

看星星"

!

积极参与实践活动

暑假是孩子接触社会# 增加

阅历# 锻炼人际交往能力的好时

机" 可以让孩子多到博物馆#图书

馆#科技馆等巡回体验!也可以参

加文化知识讲座#精彩音乐会!还

可以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一些

实践活动!比如外出劳动#学烹调

家政#探望孤寡老人#参观工厂军

营#到动物园喂小动物#当社工等

等! 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兼职打

工" 在家里!家长也可以给孩子分

派一些家务活! 锻炼其自理自立

能力"

!

加大课外阅读量

让孩子多读一些好书! 既增

长孩子的知识又可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 亲子阅读是亲子间增进

感情的好方法之一! 家长每天和

孩子有
":$1:

分钟的共同阅读时

间就足够了" 对高年级学生家长

来说! 家长还可以每天和孩子聊

聊今天在阅读中的收获! 不一定

要和孩子同读一本书! 但可以让

他口述书中的内容! 并说说他对

某件事情的看法! 家长也给出自

己的见解"

!

全方位锻炼身体

孩子平时学习任务太重 !没

有时间锻炼身体! 体质很容易下

降" 趁着放长假!可以多让孩子参

加一些体育锻炼!篮球#足球#羽

毛球 #乒乓球 #游泳 #踢毽子 #跳

绳#跳舞等等!身体锻炼好了!才

有%本钱&更好地学习"

!

适当看电视$上网

看电视# 上网也是汲取知识

的一种渠道" 但要多鼓励孩子看

科学探索# 新闻# 自然科学等内

容!多关心时政!少玩游戏!时间

上也要有所控制! 每天最多不超

过
"

小时的%触电&时间!中间还

要适当休息眼睛" 而家长应严格

监督!要求孩子保证正常作息!并

完成当天作业!再上网#看电视不

迟" *宋导+

暑假怎么过之参考

孩子感兴趣的学得很投入

让 孩 子

多 亲 近

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