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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教育家周运清
说：“假期就是休息、娱乐和
玩的时间。”那么怎样安排孩
子的暑假生活呢？唐友忠认
为，父母要与孩子共同制定
暑假计划，做到劳逸结合，松
紧有度，让孩子在轻松、愉快
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年
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制
定一个暑假计划。

一、根据孩子的兴趣选
择学习内容，以培养孩子的
特长

任何一个家长都愿让孩
子多学点东西，但是，如果强
迫孩子做自己不感兴趣的
事，尽管我们做家长的煞费
苦心，但是孩子并不领情，他
们会认为家长剥夺了他们玩
乐、放松和休息的时间。结
果可能会出现课也上了，时
间也耗费了，钱也花了，但收
效甚微，家长孩子两不欢。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
兴趣选择培养目标，以让孩
子把要学的东西学深、学透、
学精。

二、带孩子轻松旅游，以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是
中国的古训。家长的工作是
忙了些，可是在孩子的暑假
里，还是尽量抽出点时间陪孩
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
可以让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

三、让孩子参加社会实践，
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

可以让孩子到饭店、商
店、维修站、洗车行等地方去
务工。孩子们根据自身的兴
趣选择参加，这样既能学习知
识、开阔视野，又能了解社会，
得到锻炼，同时还知道了挣钱
需要付出心血和汗水，为将来
走向社会奠定心理基础。

四、多给孩子创造成功
的机会

1.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
自己处理。要求他自主地活
动，提高独立行动能力。

2.给孩子一段时间，让他
自己安排。要求他科学分配

时间，提高时间利用率。
3.给孩子一个条件，让他

自己去干。要求他主动实践，
经受锻炼。

4.给孩子一个问题，让他
自己去找答案。要求他独立思
考，自行分析和解决问题。

5.给孩子一个困难，让他
自己去对待。要求他不怕困
难，勇于战胜困难。

6.给孩子一个机遇，让他
自已去抓住。要求他主动抓
住机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而获取成功。

7.给孩子一个交往，让
他自己去合作。要求他正确
对待，以积极的态度克服消
极心理。

8.给孩子一个权利，让他
自己去使用。要求他合理运
用权利，正确处理权利和义
务关系。

9.给孩子一个题目，让他
自己去创造。要求他开动脑
筋，提出独特的想法等。

■专家建议

现实中，为人父母者有一
部分人很少关心孩子的内心
需求，更别说考虑孩子的内心
感受。当孩子出了问题时，就
一味地归咎于孩子，很少从自
身找原因。

因为，父母把目光盯在
孩子让自己烦恼和愤怒的消
极行为上是很容易的，而要
想真正全面理解孩子的这些
行为，就必须考虑到行为的
积极面——该行为起什么作
用或者该行为能够满足孩子
的什么需要。以上述第二个
案例为例，“离家出走”是一
种发生在青少年中的普遍现
象。离家出走这一“问题行

为”的消极面是显而易见的，
弄得家长、亲朋好友担惊受
怕、四处找寻等等。那它有没
有积极面呢？当然有，那就是
寻求自我认同，体现自身价
值。具体说来，就是小张的潜
在功能（即希望父母能够倾听
自己的心声、希望得到理解；
引起父母对自己所受不公平
对待的注意）受阻，发展任务
（即自我认同、能力）不能得以
实现。于是，小张就用离家出
走这种方式来予以突破。

被 成 年 人 标 定 为“ 失
常”或者“不当”的那些行
为，可能恰恰是有助于青少
年 适 应 自 己 环 境 的 行 为 。

青少年需要学会更有效的、
恰当的方法来应对自己的
环境，以便在满足自己的需
要时，不会惹上麻烦。青少
年的各种问题行为都有其
潜在功能，能够反映相应的
发展任务，这些行为是由一
些可能产生破坏性影响的
做法引起的，但又是可以通
过有益的替代性措施来抵
消的。如上述小张的问题，
父母就可以通过营造一个
民主、和谐的家庭环境，倾
听小张的心声，体会小张的
感受，尊重小张的个性特征，
和小张一起探讨怎样过一个
有意义的暑假来解决。

■要看到孩子问题行为里的积极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市家庭和谐促
进会督导、心理学专家唐友忠表示
有话要对大家说。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是身体发展
的高速期，身体的各个方面迅速发育
并逐渐达到成熟，其心理的各个方面
也在迅速发展。其中自我意识和自
尊的发展尤其突出，表现为对“重要他
人（父母、老师及其他对其有影响的权
威人物）、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社会地
位等”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标准。

个性化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
个基本原则，它包含了个体在与他人
的交往关系中建立自我理解和自我
认同的不懈努力。在从儿童向成人
的转化过程中，青少年需要建立一定
程度的自主和自我认同，以表现成年
人的角色和责任。

青春期孩子的自主，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行为自主”，它包括获得
足够的独立和自由，在不过于依赖
其他人指导的情况下自行其是。
研究和现实表明，行为自主这种自
己做决策的能力在青春期有很大
增长。同时，青少年希望，并且也

需要在学会把握自主的同时，父母
会慢慢地、一点点地给予他们相应
的自主，而不是一股脑儿地全部抛
给他们。

二是“情感自由”，它指的是抛弃
儿童期那种在情绪情感上对父母的
依赖，表现为期望参与家庭的决策并
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犯错时有权
申辩、自己的隐私被尊重、被信任等。

当父母对青春期的孩子控制得
过于严厉时，他们成长中的必然需求
——自主性就会被压抑，压抑就会产
生焦虑。为了缓解焦虑，他们就会无
意识地通过“心理症状（如抑郁、强
迫、恐惧、疑病、神经衰弱等）”；或“生
理病症（如头痛、腹泻、失眠、抽搐、贪
食或厌食等）”；或“行为症状（自我封
闭、离家出走、沉溺网络、自伤自残甚
至自杀、加入越轨群体、违法犯罪
等）”呈现出来，以此来保护自己，防
止受到更大的伤害。

以上案例中，孩子的表现形式
各异，但原因却是一致的——父母
对孩子过于控制，被“爱”所溺，孩子
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于是“不想活
了”“离家出走”“不想见到父母”。

■心理解读

案例一：“活着没有一点意义，
还不如死了好！”

小陈下学期就要上初二了，做
全职太太的妈妈担心没有老师的管
教，孩子玩耍的时间太多，会影响今
后的学习，就背着孩子请了三个家
教老师：

上午 8：00——12：00，在家里
一对一补英语；

下午 2：00——6：00，在家里一
对一补数学；

晚上 7：00——9：00，在家里一
对一补物理。

睡觉之前还得把老师讲的知识
温习一遍，而且补习什么内容都由
妈妈决定。女儿苦不堪言，整天人
在心不在，没有一点效果。英语老
师建议这位妈妈考虑一下孩子的感
受，同时照顾一下孩子学习的实际
情况。可这位妈妈一点都听不进
去，非得让老师和孩子按她的要求
去做，老师无可奈何。

一天，对补习功课烦透了的小
陈对英语老师说：“活着没有一点意
义，还不如死了好！”听到这话，英语
老师害怕了，生怕一不留神孩子会

做出傻事来，自己要承担责任。到
中午12时下课，英语老师对其妈妈
说，“我不干了，你找别人吧。”

案例二：“我走了，从此你们是
你们，我是我！”

读高二的女孩小张在日记本中
写下一封告别信，然后把日记本锁
在抽屉里，悄然离家出走。

从小张的告别信中可以看出，
小张在家里既没有行动自由，也没
有心理自由。即使在暑假，自己的
一切也都由父母掌握，否则就会招
致指责、打骂。她对父母的不满和
愤怒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
能力，这次终于离家出走。

案例三：“我不想见到你们，永
远都不想！”

暑假已经放了好几天，可即将
读初一的小刘却宁可待在同学家也
不愿意回到自己家。他说：“爸爸只
知道吼，我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会对
我吼。一听到他吼，我的头要炸
了。妈妈性格虽然温和一些，但一
点都不理解我，只知道要我好好读
书。我对他们失望极了，不想见到
他们，永远都不想！”

■案例回放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李芝瑶

暑假是每个孩子最期盼的日
子，然而却是许多父母最难熬的日
子，因为不少父母担心和害怕：孩

子的生活没有规律，沉湎于电脑和
手机，和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往，玩
花了心思后会不爱学习……有的
家长因此患上了“暑假恐惧综合
征”，整日诚惶诚恐、心神不宁。

孩子最期盼 VS 父母最难熬

暑假，如何做到家长孩子两相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