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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的“玩商”

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作为家长，不
能过于束缚孩子的这种天性，尤其是放
假的时候，更应该让孩子多玩一会。

建议：在玩中培养孩子的独特爱好。
不妨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让孩子当几天

“小管家”，如果孩子喜欢玩电脑，不妨给
他找几个益智类的小游戏网站，通过玩
耍开发智能，也可上网让孩子玩玩投资
理财的游戏。同时，一定要鼓励孩子多多
进行户外活动，跟朋友踢踢足球、跑跑
步、跳跳绳……让他们多交朋友，扩大交
际圈。切记，在孩子玩耍时，家长不要指
手画脚，招人讨厌。

如何合理安排假期

怎样让孩子度过一个内容丰富、心
情舒畅、形式多样的假期生活呢？家长可
从以下几点做起：

亲情接触，增多与孩子交流的时
间。放假了，学习比较轻松，孩子的精神
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我认为，这是与
孩子进行心灵交流最宝贵的时间，因为
亲情在孩子的成长阶段是最重要的，许
多家长忙于赶场上兴趣班，忽视了亲情
的交流，忽略了孩子心理发育，孩子会
变得不听话、爱发脾气，长此以往，家长
很容易与孩子在心理上产生隔阂，难以
沟通。所以家长应该尽可能地抽空陪孩
子去公园、动物园、游乐场、书店、游泳
馆等处，在孩子得到娱乐放松的同时，
也与孩子进行了心灵的交流，使孩子能
健康成长。

关心、支持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在
学校里，孩子们被学习课程安排得满满
的，无暇顾及自己喜欢的事情。放假了，
孩子们终于可以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
的事。家长们除了监督孩子们完成假期
作业之外，不必再给孩子布置学习作
业，应该留给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让
他们自由发挥。有的孩子喜欢下棋、练
书法、航模、听音乐、上网、画画、滑冰、游
泳等，假期里都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兴
趣与爱好。当然家长也要做到实时监
督，不要让孩子沉迷某些意义不大的
活动，比如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上网
玩游戏等，这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
很不利。这时家长应该及时开导，正确
引导，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走进农
村，参与社会实践，广交朋友，体验在
学校里所不能感受到的社会生活，亲
历生活的磨砺，同时在与各种亲戚朋
友交往的过程中，培养孩子为人处事
的良好习惯。

鼓励孩子多看课外书籍。培养孩子
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是一个孩子走向
成功之路的关键。高尔基说过“热爱书
吧——这是知识的源泉!”杜甫语“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莎士比亚也认为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书籍是全世界
的营养品”。名人关于读书的警句无数，
无不告诫我们读书的重要性。读书可以
拓展知识，增加知识面，陶冶情操，开阔
视野；还可以使孩子明白一些做人的道
理，增长为人处事的经验。这里面，也包
括着提高孩子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
力。所以，家长应该以身示范，工作之余
看看书，多带孩子去图书馆，正确引导孩
子读健康向上的书，激发孩子读书的兴
趣，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养成
喜欢读书的良好习惯。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高效
率的工作中，每一个人都感到很累,所
以，在假期里，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
自由的天空，无忧无虑地享受自己的
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惬
意的事情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宝
贵的。 （综 合）

孩子放假了，但上班的家长平时没时间管孩子，户外太冷又不适宜长待，那如何
安排孩子的寒假时间呢？

熊孩子放假难坏家长
美好假期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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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职工家长。

“ 放假了，孩子烦恼没啥可玩

网友徐先生介绍，他
家住秦园居，儿子读小学
四年级。这两天放寒假
了，儿子整天窝在家看电
视。“你就不能出去玩玩
吗？”他提议。儿子一本正
经地说：“爸爸，去哪儿玩
儿呢？我们多可怜，好不
容易盼放假，没地方去
啊。”一时间，他还真想不
出儿子能玩点什么？报个
补习班、兴趣班，孩子十
分反感；放养吧，又担心
孩子跑到马路上，车多危
险，还怕遇到坏人……他
上网查了半天，只有一个
答复：去旅游，可单位还
没放假呢……

徐先生的烦恼引发

众多家长共鸣：“现在的
孩子除了和家长逛超市
买玩具和零食、去游乐场
玩，还有什么可玩的?而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天
天去，哪去得起？”

虽然一些大型商场
里面都有儿童游乐场，但
这些游乐场多是学龄前
的儿童在玩，玩一次的价
钱都在50元左右。

居住小区里，也几乎
没有为孩子提供读物或
供孩子玩耍的活动室。社
区工作人员表示：首先是
场地问题，暑假可以把孩
子们组织到室外开展一
些活动，而寒假室外温度
低，不可能让孩子在寒冷

的室外待很长时间，社区
又没有相应的活动场地；
其次是人员，把孩子们组
织起来自然要有人来管
理，可是社区的人手本来
就比较紧，现在又要过
年了，社区里的工作比
较多，人员就更加紧张；
最后是安全，责任太大
了。在小学任教的朱老
师表示，学校假期不组
织活动，因为假期里老
师们也都有事，没人看
管学生。另外，很多家长
在假期都给孩子安排了
不同的特长学习，就算
学校有活动，只要不是要
求必须参加，很多学生都

“没空”。

网友“忆童年”并支招

“我们 小 时 候 不 花
一分钱，也没什么好玩
具，滚铁环、丢沙包或者
只是互相追逐打闹，也
玩得很高兴，不玩到天
黑 绝 对 不 回 家 。”“80
后”网友“成吉”说起了
关于童年的回忆。“给孩
子在小区征个玩伴。”网

友“小悦”支招。
网 友“ 郭 苏 ”则 表

示，孩子从小就在城市
中长大，对于农村生活
根本一无所知。他一早
计划好了，准备寒假先
把 孩 子 送 到 农 村 亲 戚
家，随后自己和妻子放
假就过去陪孩子一起过

年，感受一下真正的农
村生活，换种环境体验
亲子生活的乐趣。

网友“悠悠”则表示，
她准备让孩子多参加些
卖报纸、看望孤老等公益
活动，丰富孩子精神世界
的同时，也让孩子增强社
会的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