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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给孩子

自我探索的空间
高质量的陪伴，离不开留白，留白是

给予孩子心灵上自由的空间，给予他们
自我探索世界的机会。

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在那看
什么看那么久？”“这个积木搭得不好看，
重新搭。”“为什么把草地涂成蓝色？”记
者走访了一些幼儿家庭发现，有些家长，
特别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与孩子相
处时，总是不停地打扰孩子，大人对孩子
有很强的控制性。

“有些家长会误解，以为陪伴就是要
24 小时围着孩子转，我认为，也要适当
留出让孩子独处的时间。比如父母趁孩
子独自玩耍的时候做做家务，或者去处
理一些简单的工作，这样孩子有了自己
独处的空间，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世
界，家长也可以做一下自己的事情，彼此
之间留有空间和余地，相处起来才会更
加融洽。”市机关幼儿园黄老师说。

著名心理学者刘轩曾谈过一个与女
儿相处的故事。有一次他带着女儿在公
园里玩，玩着玩着，他发现女儿跑到一棵
大树下，对着树下斑驳的树影发呆，刘轩
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上去问，“你怎么
乱跑来这看什么？”而是选择躲在角落
里，等待孩子从她专注的世界里自己走
出来。

高质量的陪伴，意味着在孩子需要
回应的时候给予孩子积极的关切，而在
孩子需要独处时，也给予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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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到过

一些妈妈发过这

样的牢骚：“给宝

宝买了那么多玩

具和书，功能多又

好玩，可为什么他

就不能踏实地自

己 玩 会 儿 呢? 非

要粘着我。”还有

一些妈妈抱怨：

“有时候，宝宝不

和我玩，但却一定

要让我陪着，就是

不让我做自己的

事情。”……

“六一”儿童

节将近，许多家长

往往会购买各种

礼物或是绞尽脑

汁地找地方带小

朋友去玩。事实

上，随着物质生活

的提高，我们的生

活已不只是简单

地满足孩子的“衣

食住行”了。其

实，很多孩子都不

缺物质上的奖励，

缺的是父母高质

量的陪伴，长期全

方位爱的滋养。

“陪伴”最重要的是“伴”。现实生
活中，有很多父母即使做到了尽可能地
花时间陪孩子，却也总苦恼不知道要与
小孩子玩什么、怎么玩。陈芸是位 3 岁
女儿的妈妈，她告诉记者，自己在陪女
儿玩时，就有这种困惑。“如果是晴天还
可以带出去，但是一旦遇到下雨天困在
家里，我就不知道要与小朋友玩什么，
除了让她玩些玩具，看一会儿动画片
外，想不到能和她一起玩的游戏。”

陈芸的想法很多家长也有。“其实，
我们大人总是想得太复杂，与小朋友
玩，根本不需要去想一定要玩什么游
戏，生活中处处可以拿来当游戏玩的。”
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周奕苹向记者举了
个例子，她说，有一位家长正在收拾家
里的易拉罐，这时他 5 岁的儿子来了，
看到这么多瓶瓶罐罐觉得很好玩，他就
跟孩子说，“你帮爸爸把这些瓶子收到

这两个纸箱中吧，我们看谁速度快，谁
先把自己的箱子装满谁就赢了。”于是
小朋友就很开心地拿起地上的易拉罐
快速地往纸箱扔。当把纸箱装满后，他
的爸爸又说，地上还有 5 个易拉罐，我
们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再装到箱
子里。这位爸爸就把纸箱中无序的易
拉罐一个个整理好，而他的儿子也学着
爸爸的样子把易拉罐排整齐，纸箱一下
子又空出了位置，地上剩余的易拉罐被
全部收起来了。

“这位家长就很有智慧，他就是在
做事情时注入‘游戏精神’，把生活中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与跟孩子的互动巧
妙地结合起来。”周园长表示，只要善
于发现，其实生活中能玩的游戏有很
多，在与孩子互动时，家长必须把自己
当成小朋友，用儿童的思维和视角同
孩子玩耍。

快乐分享
点滴趣事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碰到过这么一
个女孩小红（化名）。小红是小学一年级
的学生，性格开朗，特别爱讲故事。小小
年纪，能把各种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让人
不禁赞叹。在与小红的妈妈林艾娟聊天
时，记者发现，小红讲故事的“超能力”与
她的妈妈小时候天天和她分享生活趣事
有很大关系。

林艾娟说：“小红在上幼儿园时就很
喜欢听故事。刚开始，我都是按照绘本
上的故事讲给她听。后来有一次，我跟
她讲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大概是说我
和我哥跑到田里偷挖地瓜，结果被人发
现，抱着地瓜疯狂奔跑的事情，她听得特
别开心，在听的过程中，还不停地问我问
题，一会儿问我有没有拿什么工具挖，一
会儿问我害不害怕，一会儿问我有没有
被抓到，一会儿又问我有没有被外婆骂，
问题一个接一个，十分感兴趣。”

自从那次以后，林艾娟除了讲书本
上的故事外，还经常把自己小时候的故
事、平时上下班路上的见闻，以及从朋友
那听到的关于小朋友的有趣故事和小红
分享。“渐渐地，小红自己也开始跟我讲
她的故事，比如在学校看到什么，跟同学
讲什么话等，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

市机关幼儿园黄老师对林艾娟家长
的这种做法十分赞赏。她说，家长与小
朋友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趣事，在孩子眼
里，爸爸妈妈就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好
朋友，小朋友会觉得父母很爱自己。“这
样的陪伴，孩子与家长都会很开心，也会
让生活变得有趣起来。”

低幼龄儿童
返校指南

本报讯（记者 戴岚岚）6月 2日
起，我市幼儿园、小学一、二年级开
始分批错时入学。那么，低幼龄儿
童返校需做什么准备呢？请看这份
指南——

居家自我检查
如实上报信息

一查体温：14 天内体温是否超
过 37.3℃；

二看症状：14 天内是否出现咳
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
性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
症状；

三 问 过 去 史 ：14 天 内 是 否 有
境内、外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病例
所在社区的旅居史；

四问密切接触史：14 天内是否
被卫生专业机构判定为新冠肺炎密
切接触者；

五问家庭成员：是否有上述 4
种情况。

如果上述五项都为“否”的话，
恭喜，你家小朋友可以返校。如果
任何一项答案为“是”的话，请及时
与学校联系。

友情提醒，隐瞒疾病史和旅居
史者，会引发其他人的健康风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承担法律
责任。

入园前
请做好以下准备

确认可以返校后，家长需要为
小朋友准备以下物资，并教会小朋
友如何使用：

①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
外科口罩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公
众科学戴口罩指引》，提出的防护建
议是：在中、低风险地区，日常应随
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人员聚集或与
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
时戴口罩。

因此学生需要随身备有口罩，
遇到人员聚集或与其他人近距离接
触（小于等于 1 米）时要戴口罩，而
如果是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
场所可不戴口罩。

②洗手液或消毒湿巾

在返校途中不方便洗手时，可
用免洗洗手液或消毒湿巾擦手，随
时保持手卫生。在校内，要时常使
用洗手液（肥皂）和流动水清洗双
手。

③一次性手套

如果返校路途遥远或途中无法
做到手消毒，可佩戴一次性手套，注
意一次性手套不建议重复使用。

上学放学途中
尽量做到这些

距离学校近的，建议步行或骑
行上、放学。步行时尽量避开人群，
不在人多处逗留。距离较远的，优
先选择私家车接送，尽量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
做到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在站台上
应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有
序上车。

避免与咳嗽、打喷嚏的人面对
面就坐，乘车过程中不要用手触摸
口、眼、鼻等，避免接触扶手、座椅等
接触传染风险高的部位。

减少不必要的交流，不在乘坐
过程中进食或饮水。如果接触了公
共物品，可拿出准备好的免洗洗手
液或消毒湿巾擦手。

如果小朋友实在管不住自己的
手，可以用一次性手套“封印”小朋
友的双手，下车之后再解封。

上、放学途中确保家和学校“两
点一线”，不在外逗留，不去其他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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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
跳”。近期，有读者向本报反映，每天辅导孩子
写作业时焦虑万分，忍不住和孩子怒吼，母子关
系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辅导作业焦虑”目前已成为众多家长的难题，
据相关统计，这种焦虑已成为影响亲子关系、诱
发家校矛盾的原因之一。

辅导孩子作业为何让家长焦虑不已？为什
么一辅导作业就忍不住要吼？缓解“辅导作业
焦虑”的关键何在？是否有更好的方式能化解
难题……针对这一系列引发许多家长共鸣的热
点话题，记者采访了高校幼儿教育专家和一线
教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小学低年级家长一
直是焦虑的“重灾区”。“学历高的家长也未
必了解学龄儿童的思维特点。”闽南师范大
学赵广平说，家长由于缺少专业的儿童心理
学、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常识，可能会对孩子
提出非专业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家长

辅导、批改孩子作业是不合适的。“但这个
问题也与教师对作业的认识有关系，首先作
业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但关键是练习的效
果。”赵广平认为，目前孩子的作业包含了
很多不必要的练习，给学生及家长造成了很
多负担。

赵广平说，教师布置作业必须要适度，而且
要有一定的针对性。教师既要了解学生的整体
情况，也要了解个体情况。每个学生的情况不
同，布置作业也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层次和区
分。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和家长的
作业压力，缓解“辅导作业焦虑”。同时，家长也
应该多了解学龄儿童的思维特点，交流时多以
引导为主，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针对家长该如何缓解自己在辅导作业时的
焦虑情绪，龙师附小龙文分校副校长宋阿芬老
师给出了几点建议：首先，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
心态，不应急于求成，甚至存在攀比心理。把自
己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进行比较，这样容易挫

伤孩子的自信心。同时，家长要特别注意的是，
不能把生活工作压力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转嫁到
孩子身上。其次，家长要容忍孩子作业偶尔的
不完美。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家
长要允许孩子出错，在孩子作业面临困境时，不
要一味地批评和责怪，应学会提醒孩子“不着
急，慢慢来，理清思路”，给孩子一些思考和订
正的时间。

“重要的是给孩子辅导作业前，要让孩子先
独立完成作业，让孩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宋阿芬说，要充分认识“陪伴”的意义，陪伴不
是家长在陪伴孩子时，总盯着孩子做作业，一
旦发现有字写错或不工整了，一边帮着孩子涂
擦，一边批评、埋怨、责怪孩子。真正的“陪
伴”应该是孩子遇到难题时，家长冷静地分析，
积极地鼓励。如果题目实在太难，家长可以帮
助分析，或者和老师沟通一下，看看孩子的思
路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教孩子，直到让孩子完全
理解为止。

辅导孩子作业怎能全靠吼
专家提醒家长：应多了解学龄儿童的思维特点

☉本报记者 苏水梅

（网络资料图片）

发扬生活中的“游戏精神”

5 月 24 日，孩子在碧湖
游乐园玩耍。 张旭 摄

5月 24日，碧湖生态园，一名小女孩在家长的陪伴下玩手抛飞机游戏。 张旭 摄

M 观点

☉
本
报
记
者

戴
岚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