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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的假期，我很想出门走走，亲眼看看那些书本里
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但爸爸妈妈因为工作太忙等原
因，说实在去不成，看着周围能出去玩的同学，我好羡
慕，又很失落。

　　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去走走看看不仅能丰富
人生阅历，还能开阔眼界，放松身心，接触很多书本中没
有的知识。但既然现状无法改变，那我们来想想可以做些
什么事来弥补呢？
　　首先，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可以在书籍和纪录片中找
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意选择，而且没有时间地点
的限制。择一本好书，去一处胜地，享无限美好，何尝不
是一个好方法呢？此外，先从书本上了解这些地方，等有
时间真正去到那里，你的感受会截然不同，在旅途中会有
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其次，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商量，看看他们能不能匀出
一点时间，带你去周边地区逛逛。有时候旅行重要的不是
目的地，而是在路上的心情。
  最后，即使最终还是只能待在家里，你也可以通过其
他活动来丰富你的寒假生活。旅行有它独特的魅力，你可
以先默默在心中列一个清单，等到过几年你长大了，可以
凭借自己的能力去旅行，相信到时候你会更有成就感。

  寒假来临，爸妈让我列出心愿清单，但又以各种理由
作出调整和改变，感觉他们很不尊重我，如果做不到，一
开始就别让我提啊，我感觉心情很差。

　　答：与父母沟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你可以试着
坦诚表达你的感受，告诉他们，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和
参与决策的机会。同时，也要理解他们的立场和考虑，试
着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此外，你也可以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寒假是一
段放松和享受的时光，不要让一些小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
影响到你的心情。尝试寻找其他的放松方式，或者与朋友
一起制定计划，让自己的假期更加充实有趣。
　　最重要的是，记住父母会为了你的成长和幸福而付出
努力，虽然有时候他们的方式可能不尽如人意，但他们的
出发点是好的。你同时也要理解父母的立场和期望，保持
良好的沟通和理解，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寒假里，家长真的很难监督孩子使用手机、平板电脑
等电子产品。本来只想让儿子拿手机查一查知识点，结果
搜着搜着，点进了某某明星的“吃瓜”信息，打开短视频
刷了一个又一个……然后半天就过去了。

　　答：孩子寒假期间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确实让
家长比较头痛，一方面，有些网课需要孩子们使用电子产
品；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度使用。以下几个方法，家长们不
妨一试。
　　监督执行：家长需要监督孩子是否遵守规则，并在孩
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适当监控，比如使用家长控制软件，帮
助管理孩子的设备使用时间和内容。
　　提供替代活动：鼓励孩子参与其他有益身心的活动，
如户外运动、阅读书籍、学习新技能或参加兴趣小组，减
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依赖。
　　共同参与：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使用电子产品，共同
查找知识点，这样既可以增进亲子关系，也可以引导孩子
正确使用电子产品。
　　榜样作用：家长自己也要有良好的电子产品使用习
惯，以身作则，减少不必要的电子屏幕时间，树立正确的
榜样。
　　沟通交流：定期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在电子产品上
的兴趣点，引导他们如何平衡娱乐和学习。

  房间乱、晚睡晚起、作业拖拉……与娃相处时间越
久，矛盾也越多。每次长假，娃都会从“捧手心”待遇沦
落到“各种嫌”境地，大人小孩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如果
真的发生冲突，我们当父母的该怎样沟通？

　　答：所谓“距离产生美”，平日孩子白天上学晚上回
家，家长大部分时间还可以和孩子好好相处，但假期家长
和孩子相处时间久了，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家长会心
急，对孩子唠叨甚至大吼大叫，现在的孩子也十分有个
性，很容易起争执，发生冲突。
　　遇到问题不急躁，解决问题最重要。当和孩子发生冲
突时，还是建议家长先冷静下来，可以先离开一会儿，做
些别的事情。等平静后，家长可以耐心地、明确地告诉孩
子自己生气的原因，希望孩子在哪些方面改进，也可以和
孩子反思自己的问题，把双方置于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
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以及被家长重视。
　　如果发现孩子无法独自做好某件事，家长可以指导或
和孩子一起完成，这样不仅能帮助孩子真正地学会，还能
增进亲子感情。

  寒假里，自己孩子愉快玩耍，却总听说别人家孩子还
在自律学习，这让我们感到烦恼和焦虑，害怕放松会让他
在学习上落后。如何合理安排一个劳逸结合的寒假？

　　答：寒假具体要如何劳逸结合地实现综合能力的提
升，需要结合家庭、孩子的情况具体分析。家长可以这
么做：
　　了解孩子的兴趣和需求。假期初就要与孩子交流，了
解他们想要在假期中尝试或学习的新事物，同时观察孩子
在学校的表现，确定他们可能需要额外帮助的领域。
　　设定具体可行的目标。寒假计划的目标不宜太过高
远，应该是具体和可衡量的，比如“阅读三本书”而不是
“阅读更多书”，确保目标是现实的，孩子能够在假期内
完成。

　　分阶段规划。目标确立后实施，可以引
导孩子主动拆解，将大目标分解为小步
骤，例如：每周完成一本书的阅读，并
为每个小步骤设定明确的截止日期，防
止拖拉。
　　平衡学习和娱乐。寒假里，孩子的重
心不仅要放在学习上，还应注重体育活
动、艺术创作或社交技能的提升，确保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游戏和自由探索。
　　最后，家长们要记住，寒假的安排
或计划，导向应该是积极和鼓励性的，

而不是给孩子带来额外的压力。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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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长们的一些烦恼，如走亲访友时被询问
成绩、点评身高之类而产生的尴尬、恐惧，孩
子应怎样应对？与娃相处时间越久，矛盾也
越多，家长又该怎么办……针对这些问题，
教育人士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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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前后，家里长辈带着我走亲访友，免不了会被询
问成绩、点评身高之类的，这些都让我有点恐惧放假了。
怎样才能告诉他们我的感受，让我别再处于这种被人指指
点点的尴尬中？

　　答：特别理解你的这种感受，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了
侵犯。面对这种情况，有几个小妙招。
　　首先，你可以转变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事情就会变得
很不一样。春节阖家团圆，能和难得一见的长辈坐下来聊
天，也是一件幸福的事。问成绩、看身高，是他们拓宽话
题的方式，并不是要“刺探”你的“隐私”，而是一种善
意的关心。这种时候，如果你幽默地回答他们一句，就轻
松过关了。假如考得好，就说：“还不错，不过还有很大
的进步空间。”假如考得不好，可以回答：“哎呀，您就
别戳我痛处了，大过年的。明年撸起袖子加油干！”
　　其次，如果你实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转移

话题，和他们聊一聊你的校园生活，分享一些趣
事。适当的时候，询问长辈的身体情况

等，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你的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