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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变多了，不少孩子
抱着手机、平板玩游戏不撒手，家长也为此发愁犯难，长期
盯着电子屏幕玩游戏不仅有被骗的风险，对于孩子的视力
和身体健康也有不小的伤害。孩子假期整日沉迷游戏家长
到底该怎么做？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孩子放下手机远离
游戏呢？今天，本刊整理了几条建议给家长。

● 养成好习惯

好习惯是孩子将来自律的基础。每天安排好计划，并
监督孩子认真执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最
好树立规则，严格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孩子每
天生活规律，做事情有条理有计划，习惯好了，慢慢地就能
学会自我控制，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不会一直迷
恋游戏。

● 给孩子充分的关心和陪伴

越是孤单、沮丧，在现实生活中缺少归属感、成就感的
孩子，越是容易沉迷游戏。因此，孩子越小的时候，家长越
要给孩子足够时间的陪伴和亲子互动。孩子才会建立起稳
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内心充盈。假期，家长可以抽出时间
带孩子去公园散步、图书馆看书、户外运动、参观博物馆、到
各地旅游等。多和孩子交流沟通，关注孩子的情绪和感受，
增进亲子之间的情感连接。亲子关系好，孩子的被爱、被关
注、被肯定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就不会那么依赖网络世
界。

● 给孩子创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保证孩子有一个充实丰富的生活很重要。很多孩子觉
得假期到了要放松，自然会对游戏充满兴趣。除了学习，趁
着暑期，家长可以带孩子学习几项运动，打球、学轮滑、骑自
行车、游泳；可以去公园散步，亲近大自然；听音乐、读书、涂
鸦、和小猫小狗玩……当现实生活中有足够多有意思的事
情可做，孩子能够在不同的事情中获得成就感，就不会把太
多的注意力放在游戏上。

● 以身作则，做好榜样

许多家长自己手机不离手、打游戏追剧，却责怪孩子沉
迷玩游戏，这样的教育是缺乏说服力的。父母的言行，家庭
氛围，直接影响了孩子的行为习惯。家长爱读书、求知、自
律，大概率会培养出同样自律的孩子；而父母成天热衷于玩
手机、看电视，孩子自然也更容易对游戏感兴趣，甚至上
瘾。因此，家长要提高对自己的要求，给孩子做好榜样，带
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诚然，对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问
题，需要社会的监督、游戏公司加强防沉迷机制的设计、家
长做好引导等多个方面共同努力。但家长要负起责任，给
孩子正确的引导和教育。 （杨洁丹整理）

暑假孩子沉迷游戏怎么办？

家长不妨这样做

兴趣在哪里兴趣在哪里，，课程就在哪里课程就在哪里
寻访平凡保安、“设计”食品说明书……学生的体验很丰富

上学期末，无锡市新吴实验小学的8个“快乐童年”微课程案例研究陆续画
上句号。围绕博爱好友、乐知悦行、善艺尚美和纯情雅趣等4个主题，新吴实小
学生对生活中感兴趣的话题和社会现象展开了扎实的研究。“学生要关注生活、
关注社会，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打好基础。”新吴实小校长陆志洪说。［ ［

一堂班队课上，新吴实小大队辅导
员丁一梵播放了一则关于无锡市第十
二届教育年度人物的简介视频，其中引
起学生关注的是当时的无锡市南湖中
学保安余跃进。“在学生眼里，保安师傅
或许是所有获奖者中最平凡的，因此他
们更加好奇保安身上有哪些不平凡的
故事，主题微课程‘走近保安 平而不
凡’由此诞生。”丁一梵说。

由于通过资料查阅等渠道获取的信

息较为片面，微课程学习小组的学生们
萌生了寻访的想法。丁一梵积极提供帮
助，联系到了周边社区和南湖中学。制
定好寻访计划后，学生在丁一梵的带领
下走出了校门。“不同地方的保安承担的
责任是不同的，学生通过实地寻访才能
看到最真实的一面。”丁一梵说。

“余爷爷之前当过兵，他给我们看
了自己的勋章和旧照片，还讲了不少故
事。”参与寻访活动的学生范辰泽说，让
他惊讶的不仅是余爷爷的经历，还有他
日常工作中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和
保护。回到学校，微课程小组成员总结
了保安这一职业的诸多特点，包括工作

环境、时长、职责等多方面。
三（1）班学生的目光则聚焦在了

食品说明书上。他们提出，老年人在生
活中不看或看不清食品说明书。为了
帮助老年人解决看食品说明书这个难
题，微课程小组设计了调查问卷并下
发。“综合了各类情况，我们画出了我们
眼中合理的配料表，把生产日期、保质
期以及重要配料重点标出。”学生黄乐
乐说。

从小切口看生活，有发现有感悟

一次微课程研究大约 6-8 个课
时，大约1个月就可结束，但在此之前，
老师需要在观察、策划和引领等方面下
大功夫。

“微课程是学校‘快乐童年’课程架
构的重要内容。我们希望学生在自主
开发实施微课程的过程中乐观向上、主
动生长。”新吴实小教科室副主任顾洋
介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指导让学校
的微课程框架更为完整。目前，微课程
的开发学习嵌入在学科课程中，4个主
题分别对应道德与法治、艺体、综合实

践活动、语数英等多门学科。微课程实
施中间，老师也会注重学科知识的融
合。

“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提升，更
重要的是加深了对职业的理解。”丁一
梵表示，目前还存在部分学生参与意识
不强、活动不主动等问题，这需要老师
继续思考并寻找解决途径。看到学生
转变的不仅是老师还有家长。在“原来

他很优秀”的微课程研究中，三（4）班
的学生通过各类活动了解身边同学的
优点。“孩子变得自信了，会重视自己的
时间规划，班级的这一微课程真的很
好。”一名家长这样说道。

学生在哪里，课程就在哪里。“我们
要守护童年，但孩子们不会永远留在童
年，因此要为他们未来融入社会打好基
础。”陆志洪说，不能把学生一直封闭在

学校的象牙塔中，要带领他们观察生
活、学会生活，从而热爱生活，这也是学
校在“双减”背景下丰富学生生活的有
效路径。他还提出，进入高中和大学，
学生将面临各类项目化学习，与团队成
员一起研究更深奥的课题，如今的微课
程学习便是学生对项目学习的初步体
验。经过一学期的实践，陆志洪看到了
学生对生活的积极思考以及参与微课
程学习的热情，他希望未来愿意耐心引
领学生的老师越来越多，探索打通文理
学科的学习方式。 （杨涵）

课程从学生生活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