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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出游，别做5种“熊孩子”
暑期带孩子出游，是不少家长的不二选择。

但是，旅途中，有这么几种表现的“熊孩子”往往

惹人厌烦。虽说孩子们天性就是调皮淘气的，但

“熊孩子”之所以让旁人厌烦，说到底和家长的

教育以及旅途的教育准备充不充分息息相关。

熊样
!

在车厢机舱内吵闹影响别
人休息

孩子踢前排椅背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飞

机上，在长途巴士、火车也可能会发生类似情

况。更常见的是孩子在车厢机舱内大声吵闹，跑

来跑去，严重影响旁人休息，家长对此没有感

觉，甚至觉得孩子很可爱。

点评! 相信有不少人在旅途中曾经历过这

样的事情" 把这个事情分成两方面来看!从孩子

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行为是难免的$有时候并不

是他们故意为之$可能是无意识的$尤其是年纪

较小的孩子$ 在旅途过程中要他们长时间坐在

狭小空间里不乱动$ 本来就是一件难度挺大的

事情$双腿也可能会不自觉地踢伸$或想四处走

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孩子觉得在烦闷无聊的

旅途中$ 踢前面椅背或四处跑动吵闹是很好玩

的& 在影响别人的情况下$作为家长就应当站出

来对受影响的乘客表示抱歉$再回头管教孩子$

告诉他们这样影响到前面的叔叔阿姨$ 是不礼

貌的行为$而不是放任自由& 被影响到的乘客在

起初也建议不要太过在意$可以稍微包容一下$

如果家长表示了抱歉又有采取实际行动管教孩

子$也不要一开始就一味指责&

熊样
$

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各种新闻图片及微

信微博中也常见到，比如家长带着孩子旁若无

人地在停机坪大小便，或者在马路边、公园里随

地“解决”，有时候厕所就在不远处。遇到旁人的

提醒和指责，孩子父母甚至会怒气冲冲地回应：

“小孩能憋住吗，叫我们怎么办？”

点评! 让孩子在公共场合随意大小便绝对

不是因为孩子'憋不住($这种情况是可以预防

的& 如果孩子年纪很小可以用尿布$但如果孩子

有
!

)

"

岁以上$ 那么作为家长大可以防患于未

然$比如在上飞机)上车之前$不管孩子有没有

需要$先带孩子去洗手间方便一下$以防等到孩

子有需要时找不到厕所" 另外$ 家长别看孩子

小$ 其实上幼儿园后的孩子也都有了是非意识

和廉耻意识$ 他们也会知道大小便不应当随地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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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厕所不排队
&

在洗手槽
撒尿

孩子尿急，家长带孩子进洗手间发现大排

长龙，情急之下有的家长不是插队，就是“急中

生智”让孩子尿在洗手槽。而妈妈带小男孩上女

洗手间也诸多争议。

点评!让孩子尿在洗手槽绝对不应该$家长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遇到洗手间大排长龙$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家庭用的洗手间$ 在发达国

家的公共场所$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设施$如今在

国内一些比较好的景区也配备了这种单独的洗

手间" 如果男孩子已经超过
#

)

$

岁$可以鼓励他

们自己去男生洗手间$起初可以让爸爸带着$孩

子养成习惯后$就算只有妈妈带着男孩子出游$

也可以让孩子自己去男厕所"

熊样
'

吃饭#生猛$

&

餐桌一片狼藉

在带孩子出游去餐厅就餐，孩子在餐桌上

的表现就很让人头疼，比如在餐桌上伸出手来

拿菜吃，没有尊老意识，最糟糕的是在团队游

时，家长还帮着孩子抢菜，每当一盘新菜上来，

家长总是第一时间往孩子碗里夹满菜，生怕孩

子吃不饱，完全不顾及旁人。通常吃完饭后，一

些家庭的餐桌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尤其

是孩子面前的餐桌甚至是桌底下更是一片狼

藉，让服务生很是头疼。

点评!孩子还小$饿了自然会想吃东西$但在

公共场合尤其是有外人的场合$ 家长就要注意孩

子体现出的餐桌礼仪问题" 其实这种情况反而是

教育孩子很好的机会$ 比如教导他们在餐桌上也

要尊老爱幼$等别人先动筷自己再吃" 如果孩子弄

乱餐桌$家长要注意帮着收拾$不至于让桌面显得

太难看"

熊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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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入电梯不礼让

住酒店时，一些孩子出入电梯一开门就会

往里冲，完全不懂先下后上，还有的乱按一通电

梯按钮，把多个楼层都按亮。当别人按住电梯等

他们进入，也不懂得说谢谢。

点评!从安全上讲$横冲直撞入电梯本身就

是个危险动作$*多手( 的孩子更会让人觉得头

疼$避之不及& 如果不想让孩子成为*电梯小杀

手($家长在平日就要做好教育工作& 尤其是现

在很多家庭都住上了电梯楼$ 平日里就要灌输

正确的电梯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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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几岁开始学游泳

最好？（需要注意的是，这

里的游泳不是指婴幼儿的

玩水式游泳。）游泳需要体

力、呼吸等各个系统的密

切配合，对于孩子本身的

体能就是一个考验。等到

孩子5岁了，心肺功能也

发育得相对完善了，体能

上也能够满足游泳所需的

力量，等到这个时候再开

始学习游泳是比较合适的

选择。

美国小儿科研究院建

议，4岁以下儿童的父母

不要再让他们的孩子过早

地开始学习游泳，因为这

一年龄段的儿童身体发育

情况还不适合接受游泳训

炼。研究人员称，小于5岁

的儿童原则上都不适于学

习游泳。

宝宝从来不知疲倦，没有一

会儿安静的时候。他们虽然能相当灵

活地去摆弄父母的手，但他自己的手

却还很笨拙。比如，当手里拿着一个玩

具而又想要其他玩具时，却不会放下

手中的玩具，然后再去拿另一个玩具。

实际上宝宝所出现的现象是很有

趣的。在拾起第二个玩具时，应该是两

只手各拿一个。可婴儿却不喜欢这样

做。他也想用两只手去拿第二个玩具，

可是却不会将第一个玩具单独放下，

结果一松手，两个玩具都一起扔掉了。

打这以后，婴儿就会觉得扔东西

很好玩，就越发喜欢这样做了。有的婴

儿是松手使玩具掉到地上；有的婴儿

则象婴儿耍性子似地将玩具胡乱摔到

地上。甭管属于哪一种情况，这个阶段

的婴儿还不能稳当地将拿着的玩具放

下，然后再去拿另一个。

在婴儿玩积木时，递给他一个小

球，看他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否会将

球和积木一起扔掉，是否会觉得非常

有趣。这项活动有着复杂的思考内容，

因为必须同时调整又想拾，又想又放

这样两种矛盾着的动作意识。

如果先给婴儿一个需要用两只手

来拿的气球，或者布娃娃等较大的玩

具。当再递给他第二个玩具时，为了伸

手去接，原来拿的较大玩具是会自然

脱手的。通过这样的练习，婴儿大概会

意识到在想拿另一个玩具时，首先应

该放下手里拿着的东西。

为什么宝宝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下）
那么，日常生活中，如何提高孩子

的注意力？宁夏依据长期研究，提炼出

影响注意力的三要素———参与感、兴

趣与自控力，并依据这三要素给出了

以下4种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首先，抓住生活中的契机，引导孩

子尝试学习自控。

如今不少家长依赖“电子保姆”

———手机、pad、电脑等等，孩子一旦

接触，就很难再控制。宁夏建议，家长

不妨以此给孩子创造“自控”的契

机———接触可以，但一定要事先约定，

“比如指着时钟上的数字，约定具体结

束的时间。这种方法对学龄前的孩子

非常有效，几次下来，大多数孩子就能

自觉控制时间，少数做不到的孩子，家

长哪怕到时拿走设备，也不会像之前

一样哭闹。”

其次，为游戏区“瘦身”，减少“好

心的”打扰。

不少家庭专门开辟了一个房间或

者一块区域，作为孩子的游戏区，里面

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但现实是，孩

子往往把一个玩具拿起来玩了几下就

扔到一旁，马上就去玩其他的。宁夏建

议家长为游戏区“瘦身”，每次只摆放

一两样孩子选择的玩具，便于注意力

的集中。

不少家长，尤其是祖辈，喜欢在孩

子看书、游戏的时候跑过来问“饿不

饿”、“热不热”、“要不要去厕所”。这种

“好心的”打扰往往不利于孩子注意的

培养。

第三，开展积极家庭互动，提高孩

子的参与感，从而激发孩子学习的内

在动机和兴趣。

注意力具有选择、维持、调节等功

能。人的初期往往对感兴趣的东西更

易专注，这就要求家长们在孩子活动

时，多在一旁陪伴、留意、观察与发现

孩子日常兴趣所在，或与孩子一同参

与游戏及分享，用具体的语言去肯定、

强化孩子在其中所表现出的诸如“专

注”、“坚持”的积极品质，这种方法的

效果往往比传统的诸如“仔细听着”这

类指令性语言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四，要孩子专注聆听，首先需要

父母真看真听。

一个孩子刚刚放学，看见了校门

口的妈妈或奶奶或外婆，兴冲冲地跑

过来：“妈妈 /奶奶 /外婆，你看我

……”还没等说完，妈妈 /奶奶 /外婆

却拿出早准备好的毛巾或纸巾：“看你

一头汗，热了吧！”边擦边讲，“要不要

喝水啊，妈妈还带了饼干……”等大人

们的一系列在爱的名义下的动作结束

后，孩子早已忘了要和妈妈分享的趣

事。宁夏表示，很多家长都存在这样一

种不认真听孩子表达的通病，“应付”

的心理较重，这既无法满足孩子的情

感需求，又不利于孩子本身专注聆听

的形成，“对于孩子而言，与其说我们

家长需要给予其家庭教育，倒不如说

是给予一种爱的传递，只有当孩子真

正感受到家人在努力了解自己，他才

能在这样平等的互动中感受到尊重、

理解与关爱，才能逐步习得来自家人

的这份专注与聆听。” 记者 郭爽

宝宝为什么超级喜欢扔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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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两次换气
让宝宝健康吹空调

夏季天气炎热，为了预防宝宝

生病，宝宝吹空调时爸妈要注意以

下细节。

宝宝醒来 1个小时前关掉空

调，可以让室内温度逐渐与室外温

度一致，等他起床时室内外的温差

已不大，能有效防止宝宝患上各种

呼吸道疾病。爸妈要记得给室内

“换气”，“大换气”可利用一早一晚

的凉爽时间，打开窗户、电扇，让空

气畅快地对流 15分钟；“小换气”

则是一天数次，时间可以短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