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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期里不能和同学见面，我们就经常发朋友圈分享自
己的假期生活。可爸妈不让我发，说前不久新闻报道，有学
生因为这个被学校处分。我很困惑，为啥不能发朋友圈？

答：好开心能看到如此想念同学、热爱生活、乐于分享的你。至于那件

因为暑期发朋友圈而被通报处分的事儿，不用担心，只是个案。

客观上讲，朋友圈能增强朋友间的互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比如

文案大多比较“精练”，可能文不达意，甚至被人曲解，而且良莠不齐。情感

分享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了朋友圈，还可以用美篇或者制作手账等，都能用

图文分享生活。另外，朋友圈尽管有趣，但如果沉迷其中，或是不能正确处

理其中的信息的话，爸妈的担心就不是多余的啦。希望你分享的不只是彼

时的心境，更是你成长的见证。

2.我假期独自在家，妈妈经常打电话“查岗”。我觉得不
被信任，但妈妈说我电话里语气不好。

答：你不妨换位思考：作为妈妈，未成年的孩子独自在家，是不是一定非

常担心，孩子安全吗？能按时吃饭吗？能完成自学任务吗？

不想妈妈“查岗”，关键是让她放心。先给她讲讲你的暑假计划，让她相

信你是个能安排好自己时间的孩子。同时，你也可以“主动出击”，给妈妈打

电话汇报宅家情况，早上做了啥，中午吃了什么等等。

妈妈晚上到家后，再展示自己一天的学习成果，让

她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妥妥的。

3.我想找同学玩，爸妈听说同学只
有一个人在家，不让我去，说是万一闯
祸说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想太多了？

答：爸妈的顾虑不无道理。你和同学都是未

成年人，父母不在家，两个未成年人一起玩，确实

存在一定的“隐患”。比如用火用电造成的安全

隐患，长时间玩电子产品引起的健康隐患等等。

所以，建议你选择爸妈一方在家时和同学相聚，

一起听听音乐、看书、玩玩益智类游戏，也可以请

爸妈陪同去正规运动场所打球、跑步，收获健康和

快乐。

4.有些暑假作业需要用电脑，但爸妈不让我白天用，非
得等到他们在家时，才允许我上网，我该怎么办？

答：爸妈为什么不让你白天使用电脑？建议你围绕这个问题和他们做

一次深入交流，是因为担心你查完资料玩游戏，还是电脑里有爸妈的重要工

作资料，怕你弄坏？找到原因才能得到解决的办法。

如果你足够自律，爸妈一定看得到，现在有不少工具能够帮助家长随时

监督孩子上网情况，你也可以建议爸妈使用。但如果你确实抵挡不住游戏

的诱惑，那么等爸妈回来了再上网查资料，将是一个强化自律的好办法。久

而久之，学习习惯养成了，信任感建立起来了，你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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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小情绪孩子们的小情绪

1.儿子马上要读一年级，这个月暑假兴趣班结束

了，他只能独自宅家，这样“放羊”是不是不太好？
答：提供几种“双职工暑假养娃”方式：①夏令营“训养”。在体验

中培养孩子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人际沟通、团队协作能力；②祖辈家

“寄养”。把孩子送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可以陪伴老人，培养责

任意识；③带在身边“陪养”。如果工作允许的话，父母可以带孩子上

班，父母认真工作的状态，能对孩子起到正向引导作用；④轮流带娃

“拼养”。与邻居、附近的亲朋好友组成“拼养小组”，抽空轮流照顾小

组中的孩子，这不仅节省了大人的看护成本，孩子也多了同伴。

当然，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宅家”，孩子自主安排假期。父

母实在不放心，装上监控，实现“远程看娃”。但无论哪种假期养娃方

式，希望父母都能与孩子讨论，给孩子充分的选择权，制定双方都认

可的方案。

2.我小时候过暑假，爸妈回家先摸电视机烫不烫，

就怕我偷看。没想到如今我也像他们一样，检查时发

现电脑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要当面点破吗？
答：如果你发现孩子偷偷玩电脑，建议不要当面

点破。孩子的自控力不强，偷玩电脑的事在所

难免。当面指出错误，容易伤害他的自尊心，

起不到教育的效果，还可能产生逆反心理，不

利于亲子相处。

家长可以先佯装不知道，再找恰当时机

和孩子沟通，告诉他玩电脑的好处和坏处，引

导孩子做事要光明磊落，如果有诉求，要敢于

提出来，积极去争取，才是正途。

3.上周末，我提出带女儿来一

次短途旅行，居然被拒绝了，她说没

意思，还是呆在家里好，但我觉得孩

子这么宅不太好。
答：先分析孩子“宅”的原因，是否被网络和游戏

吸引了注意力，从而丧失对其他事物的兴趣？是否在人际交往中比

较被动，逐渐养成“宅”的习惯，不愿走出“舒适区”？

作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不做“低头族”，减少对电子产品

的依赖，陪孩子多出去走走，哪怕只是在小区公园遛弯儿，逛逛菜场

超市等。多聊聊孩子感兴趣的话题，了解他真正的内心需求。鼓励

孩子主动交结朋友，一同学习玩耍锻炼，让孩子体验结交伙伴的乐

趣。同时，让孩子参与到亲子游行程的规划中来：尊重孩子意见，共

同设计旅行计划，还可以邀请孩子的好朋友一家结伴外出，和小伙伴

体验大自然。

4.家里有很多吃的，可孩子仍隔三岔五叫外卖，不

是蛋糕就是奶茶，我觉得不健康，想制止，他却觉得我

小题大做。
答：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分析孩子喜欢“垃圾食品”的原因。比

如，东西味道吸引人，成年人都不易拒绝，何况孩子？比如，可能是出

于“潮流”，是他们获取与伙伴们共同语言的渠道之一。

家长从“健康”角度希望孩子少吃“垃圾食品”可以理解，但引导

方法要让孩子易于接受。可以在告之长期吃“垃圾食品”有哪些严重

后果的同时，偶尔主动购买少许“网红”食品请孩子品尝；或与孩子约

定吃“垃圾食品”的频次。这样既满足了孩子，又对健康无伤大雅，还

增进了亲子关系。

家长们的小烦恼

暑假还剩半个多月，该如何合理规划

爸妈想带娃去玩被拒绝
孩子想发朋友圈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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