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专刊 版8 JING SHEN WEN MING BAO

主管主办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地址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108号号TT区区22栋栋88楼楼 电话电话：：办公室办公室（（028028））8064046680640466传真传真 通联发通联发行行部部（（028028））8064046880640468 记者部记者部（（028028））8064045580640455 编辑部编辑部（（028028））8064047080640470 事业发展部事业发展部（（028028））8064047380640473 邮编邮编610091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社印四川工人日报社印

课
余
生
活
不
能
少
了
家
长
的
陪
伴

李
庆
霞

2019年7月24日 编辑：任维佳 实习编辑：吴燕村

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 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引导孩子用好课余时光
曹建龙

《话题》栏目

征稿启事

女儿的“最牛”暑假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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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小
利

放飞乡间，亲近自然
陈国江

编者按：

在学业以外，课余时光往往是一个孩子发展独特个性、提升综合能力的好时机。

有益身心、丰富多样的课余生活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成材大有裨益。精彩的课余生

活，不但能让孩子学到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技能，也能助他们增加阅历、开阔视野、提

升格局，甚至得到受用一生的精神滋养。暑假期间，孩子们更有充裕的时间来安排他

们的课余生活。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用好课余时光，收获充实与精彩呢？本期话题就

来分享几位读者的观点和做法。

儿 子 今 年 八 周

岁，是个阳光开朗的

男孩，他兴趣广泛，因

此课余生活也过得丰

富多彩，拼乐高机器

人、看课外书、下棋、

养小动物等等，他总

是乐在其中。

我虽然是奔四的

年龄，但每次看到儿

子乐此不疲的样子，

我未泯的童心也常

常被唤醒，什么石头

彩绘、斗兽棋、折纸、

养花养草养小动物，

我都和儿子一起玩，

着实像个“老顽童”。

其实，我和儿子

一起玩，并不是一个成人的“胡闹”，

在课余玩乐中，对孩子加以引导和

启发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教育手段。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儿子

上幼儿园时，我教他唱《小兔子乖

乖》，一时兴起，我提议一家三口齐

上阵，分角色把整首歌谣表演出来：

我挎着篮子扮演买菜回家的兔妈

妈，他爸爸扮演狡诈的大灰狼，我则

用简单的语言引导儿子想象兔宝宝

独自在家的心情以及沉着应对危险

的机智。当儿子环顾四周作担忧状，

随即又坚定地摆手，唱出了“不开不

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的时候，他

有模有样的表演着实令我吃惊，没

想到，一点小小的尝试和引导，竟能

激发出孩子如此潜能。打那以后，每

次读完故事我都鼓励他演出来，他

上小学后，我也常鼓励他将有趣的

课文或读到的课外书“演”给我们

看。这个延续至今的习惯慢慢提升

着儿子的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学

校举办艺术节时，他竟捧回了一张

“校园故事大王”的奖状！

养小动物，也是儿子课余生活

的重要内容之一。记得儿子的第一

只宠物是小乌龟，那是他看了一本

关于爬行动物的科普画册后，再三

请求我们允许他养的。从花鸟市场

买回小乌龟前，我再三告诉他，要像

爱惜自己一样照顾这个小生命，必

须定时给它喂食、换水、清理小水族

箱。同时我也下定决心，只提供建

议，绝不动手帮忙。几个月下来，我

们发现儿子竟收获了不少知识和快

乐，他因小乌龟的憨态可掬而捧腹

大笑，也曾为小乌龟的健康状况而

担忧落泪。在照顾小乌龟的过程中，

他变得更富于爱心，做事情也更有

耐心和毅力了。

此外，闲暇时，我们还经常和儿

子下棋，以此锻炼他的思维，并利用

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竞争心理，用棋局

的输赢对他进行抗挫教育，增强他的

情绪管理能力。

这个暑假，我没有给儿子报补习

班或培训班，只想继续和他玩在一

起：带他多出去走走，亲近自然、强

健体魄，鼓励他在旅途中多交朋友，

多多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等儿子再

大点，我还计划节假日带他做义工，

学会关爱、帮助他人。

爱因斯坦曾说“人的差异在于业

余时间”，课余生活也决定着孩子的

差异，影响着孩子的观念、思维与情

感的塑造。陪孩子“玩”转课余生活，

不止会让孩子更加优秀，更会让孩子

的一生受益匪浅。

女儿往年的暑假，都是我和

她爸给她安排假期生活，学英语、

学舞蹈、学画画、学书法……假期

还未开始，我们就为她提前报好

名了。

今年暑假，即将上初中的女儿

早早就和我们打招呼，她的暑假她

作主，我们不能以各种理由来左右

她的假期。都快成中学生了，有主

见是好事，我问女儿，打算如何安

排自己的假期。女儿轻描淡写地

说：“休息。”我一听就急眼了：“休

息？别的孩子都利用假期充实提高

自己，你少学一点儿都会被人家拉

开距离，还躺在原地休息？”

女儿不紧不慢地说：“暑假本

就是为了休息，否则为什么不让学

生一直在校学习？再说，我休息是

为了更好地战斗，那些只知道往前

冲的人，迟早会体力不支，等不到

成功自己就先累倒了。”

想想女儿说得也有理，学习是

门苦差事，上学时，从早到晚她都

泡在课本里，除了日常的作业，周

六、周日还要上补习班、培训班，真

是比许多大人还要累，课余时间更

是被课业挤占得所剩无几了。

和她爸爸商量后，我们决定

尊重女儿的选择。女儿听后，高

兴得一蹦三尺高，赶紧跟我们

约法三章：每天让她睡到自然

醒，不得叫醒她；不得强迫她参

加不喜欢的社交活动，除非她

自愿前往；不得拿她和别人家

的孩子比较……

不一会儿，我看女儿的QQ空

间就更新了心情：史上最牛暑假开

始了，亲们，明天中午11点之前别

联系我，因为我还在梦中……下面

有不少同学留言，都表达了羡慕之

情。可我却担忧起来，这是要荒废

掉整整一个假期吗？

当天晚上，女儿的 QQ 空间

又更新了日志，说她打算在假期

里，把图书馆里她喜欢却没空阅

读的书籍都看一遍，还要通过美

食网站学手艺，好在厨房里给我

们露一手。过些日子，她打算去

乡下的姥姥家呆几天，跟姥姥学

种菜，回来就在阳台上开辟一个

小菜园。她还要把她的“小窝”重

新装饰一下，就走田园风格，需

要去姥姥家时采些芦苇、花草回

来，再从小河里“淘”几块漂亮的

鹅卵石……

我和她爸爸看了，不由感慨

道，是该尊重孩子的意愿了，让她

自己安排假期，休息只是其中一个

项目。其实，在课余时光里，孩子有

那么多的小梦想等待实现，还有那

么多大潜力亟待得到发展。而这

些，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极为重

要，却恰恰是课堂所无法满足的。

我在女儿的日志下留下祝福：

妈妈今天才意识到，你已经长大，

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课余生活，更

有潜力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愿你

度过一个“最牛”暑假！

五十来天的暑假，是许多孩

子期盼的“好日子”。但不少孩子

一放暑假，脱离了规律的校园生

活，很容易放任自流。怎样帮助

孩子在暑假期间，用好课余时

光，度过一段充实、精彩的课余

生活？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

案，但这些目标的实现，总离不

开家长的提前规划、精心安排与

适当督促，更离不开家长亲力亲

为的陪伴、帮助与引导。在暑假

里，我认为家长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让孩子的假期生活更有

亮点。

陪孩子看几场电影。虽然现

在的孩子有电视和手机这样更

加便利的观影渠道，但上电影院

看电影，比在家看视频更具仪式

感，因而通常更能够激起孩子的

兴趣。我小时候，对夏季的露天

电影总是充满着期待，家人也总

带着我一起去看，这种美好的家

庭生活的回忆，至今还温暖着我

的内心。此外，通过观看一些内

容积极向上的励志影片，会启发

孩子的思考，激发孩子对生活的

热情以及面对困难、战胜自我的

勇气。向孩子叮嘱观影注意事

项，也可以增强孩子的公德心和

文明意识。除了看电影，上图书

馆、参观展览、户外健身等等，都

是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也是加

深亲子互动的好方式，家长应该

多抽时间陪孩子进行这些活动

与孩子来一场旅行。“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旅行的意义不仅

是游山玩水，更是一种“教育投

资”。无论是选择家乡的景点，还

是全国各地有名的景区，家长应

优先选择具有文化内涵和教育意

义的地方，让孩子放松心情的同

时，也能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如

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当然，不管

是看了电影，还是参观了风景名

胜，最好能引导孩子动脑动手，把

心底最深刻的领悟与感受用语言

讲述出来、用文字记录下来、用画

笔描绘出来，这样既能把脉孩子的

思想动态，又能锻炼孩子的表达和

创作能力。

看几场电影，来一场旅行，除

此之外，时间还剩不少，怎么让孩

子支配？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假期

的补习培训给孩子增加了课业负

担，过度的兴趣培养也让孩子苦

不堪言，但我认为不可一概而论。

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与需

要，选择适合的暑假辅导班或培

训项目，甚至主题夏令营。这一方

面有助于孩子补足短板、发展特

长，学习效果理想的话，也有助于

提升孩子的自信，进而有益于孩

子的身心健康。

此外，孩子还需要一个合理

的时间表来安排每天的日常生

活。比如说，这个暑假，我是这样

安排孩子的日常作息的：星期一

到星期五，早上起床后，晨练跑

步，上午看书，午饭后洗碗；下午

练书法，扫地，晚上和爸妈看电

视、散步。星期六和星期天安排则

很灵活多样，比如和爸妈在家做

美食，一起去唱歌，或全家外出郊

游、参加义工活动等等。

总之，无论是寒暑假这样的

长假期，还是日常的周末、节假

日，家长都要尽量与孩子多相处

多谈心，不要让孩子孤独地“宅”

在家里，而要采取多种方式引导

孩子度过美好的课余时光。

暑假，是一个孩子课余生活

中最漫长、最放松的一段空闲时

光。如何才不辜负这两个月的好

时光呢？在我看来，在完成作业之

外，让孩子多获得一些课本以外

的新知识，获得一些不同以往的

新体验，是十分有益的。

我的外孙在南京上小学，今

年暑假，他到苏北乡下的我家来

过。他妈妈说，孩子上学时，就像

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放假了，就开

笼放鸟，让他到乡间飞一飞，不只

是放飞身体，更放飞心情、放飞视

野。因为，乡下有许多的东西，城

里没有，书本上也没有。

首先，乡下的邻里关系，城里

没有。在城里，住宅小区里的居民

对门不相识、相识不相交的状况

很常见。而外孙一到我家，邻里乡

亲的友好热情总会让他倍感亲

切。见外孙回来，这家送来土鸡

蛋，那家送一把刚摘的菜，大人孩

子没事儿就互相串门，大伙儿说

说笑笑，热闹又开心。受到这种氛

围的影响，往日怕生、爱脸红的外

孙见到村里人，也会“爷爷好”“奶

奶好”地主动问候了，着实开朗了

不少。

其次，乡村丰富的动植物，就

是一本大自然的教科书。暑假，正

是水稻旺长的时节。家中的一亩

多地稻田，给外孙带来许多的惊

喜。他不只认得了田里水稻，更见

识了稻谷是如何碾成我们天天吃

的米。他喜欢上稻田里找青蛙、抓

小鱼，玩得不亦乐乎。行走在狭长

的田埂上，他认得了玉米、大豆和

赤豆，在家中的小院里，他喜欢上

了牵在架子上的黄瓜、豇豆和丝

瓜，吃不厌新鲜的蕃茄、青椒和南

瓜。屋前屋后长了不少树木，我告

诉他，这蓬蓬如盖的两棵是柿子

树，独立一旁的那棵是梨树，门前

场边上的是枇杷树，向阳河坡上的

一排是桃树，屋东这一片小树林全

是桂花树，我们泡桂花酒、腌糖桂

花都靠它。

再次，乡下的乐趣常常为乡

下所独有。挖蚯蚓钓鱼，是外孙极

热衷的事。门前有条小河，一个水

泥台阶的码头上系着一条小船。

外孙有时就站在码头上钓，虽无

经验，却有运气，也有鱼上钩。为

了他的安全，我总会陪在他的身

边。中午最热的时候，我们无需躲

在屋里吹空调，而是坐在两棵柿

子树下乘凉，阵阵带着草木气息

的风从田野里吹来，十分令人惬

意。晚饭后，我俩就下五子棋、聊

天，躺在竹床上认星星。有时，外

孙会在视频电话中眉飞色舞地跟

他妈妈讲自己在乡下经历的趣

事、增长的见识，还说这里就是他

的夏令营。

上个月的一个周四

下午，我去朋友秀芹家

聊天。

我们坐在客厅里聊

着 天 。约 莫 不 到 五 点

钟，秀芹正上小学二年

级的女儿贝贝放学回

来了。她热情地同我们

打过招呼，便回自己房

间放书包。不一会儿，

我就看见贝贝进了卫

生间，拿了一只喷水壶

出来，为摆放在客厅里

的几盆盆栽喷起水来。

她专注认真的样子，像

个小大人。

我有些吃惊地问秀

芹：“你女儿怎么这么

自觉地去给花浇水啊？

要我儿子做点家务活，

不‘威逼利诱’一下肯

定不行！”秀芹笑着答

道：“贝贝现在上二年

级，作业还不算多，空

闲时间倒不少。以前她

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

不是看电视，就是玩电

脑，视力都下降了。后

来，我和她爸想了个办

法，对她每天放学后的

时间进行了规划。倒不

是让她额外做题或者学什么特长，大

都是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小事儿，比

如今天周四，其中一项就是给花浇

水。”“哦，原来是这样，你们还真会想

办法呀！我也正为儿子放学老想玩电

脑发愁呢！看来，我也得帮他规划一

下了！”

接着，秀芹带我到贝贝的房间去

看贴在墙上的规划书，内容既丰富又

明确：

周一：1、由爸爸陪同进行半小时

阅读；2、由妈妈陪同玩半小时智力游

戏；

周二：1、由爸爸指导练习毛笔书

法半小时；2、给爸爸妈妈讲个故事；

周三：1、一家人到公园散步或一

起做手工一个；

周四：1、帮妈妈给花浇水；2、和

妈妈一起给小猫洗澡；

……

“真不错！”我边看边赞叹。

“其实啊，做这个规划书，一方面

是想让孩子的课余生活过得丰富一

些，更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多花一

点时间陪孩子，多给孩子一些课本

之外的教育。你想啊，要是我们都各

忙各的，对孩子不管不问，那孩子不

去找电视、电脑、手机这些‘电子保

姆’，又能去找谁呢？自从实施这个

办法以来，有我们陪着，贝贝的课余

时间过得充实又开心，还很有成就

感呢！”听罢，我不由感叹道：“归根

结底，父母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太

重要了！”

那天，我心情愉快地回到家。晚

上，我就把爱人和孩子叫到一起，经

过协商，我们也为儿子的课余生活进

行了规划，比如周一，由爸爸陪同下

象棋，和妈妈一起读一个故事；周二，

在爸妈洗碗时，负责把碗筷擦干，收

进橱柜……再比如周末，全家人到户

外徒步，去参观博物馆、科技馆等等。

如今，已过了几周，虽然在执行的过

程有时会因一些意外状况而临时改

变，但总的来说，效果还是相当不错

的。不仅儿子的业余生活丰富了，我

们的家庭气氛也变得更加融洽了，儿

子与我们的交流多了，我们一家三口

的心贴得更近了。

本报《话题》版面近期将就以

下话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发到

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角

色 至 关 重 要 。但 由 于 多 种 原

因，在不少家庭养育、教育孩

子的过程中，父亲的“缺席”现

象并不鲜见。父亲，在家庭教

育中往往具有一些母亲所难以

替代的重要作用，会对孩子的

人格塑造与健康成长产生深刻

影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您认为父亲应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担负起怎样的责任？您觉

得父亲又该如何更好地参与到

家庭教育之中，助力孩子成长

呢？请结合社会现象或个人事

例 ，来 稿 与 我 们 分 享 您 的 经

历、观点与感受。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

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

参与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