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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我检查了我儿子的作业，
结果两个人都不开心了。前段时间我比
较忙，并没有每天检查孩子作业的完成
度，结果一检查才发现他并没有按照原
来制定的作业计划进行，积累了一堆待
完成的作业。”家长郑女士告诉记者，暑
期即将过半，为防止孩子将作业拖到暑
期末，她便和孩子重新制定了计划，将作
业分散到往后的每一天假期中，将作业
变得“可视化”，避免亲子矛盾再次升级。

为在暑期里营造和谐的亲子关系，不
少家长可谓绞尽脑汁。“我在暑假初就和
我女儿共同商量一个计划——挑战60天
妈妈不生气，实行了快1个月了，目前效果

还不错。如果当周表现得还不错，我会在
周日带他们出去玩，算是阶段性的奖励。
当然，途中也会出现孩子闹情绪的时候，
但因为有了之前双方的约定，她还是会

‘顾全大局’。”家长黄女士说道。
暑期即将过半，随着孩子与父母相

处的时间增多，不少亲子家庭矛盾逐渐
显现。比如，家长抱怨孩子写作业磨蹭、
作息不规律、爱玩手机等，而孩子则认为
父母啥事都要管，暑期也得不到放松。
就此，吴玉倩认为，家长可以和孩子定期
进行盘点，比如暑期还剩下多少天，作业
还剩下多少没完成，还有哪些事情计划
在暑期完成等。

“暑期即将过半，我每天都绞尽脑汁和家里的熊孩子斗智斗
勇。因为我是自由职业，大部分时间可以居家办公，为避免孩子
过于吵闹，我之前会让他们在限定的时间内看电视或手机。然
而，最近这几天我发现孩子有点上瘾了，时间到了不给看，他甚
至哭闹不止，我开始意识到这样的方式出问题了。”家住梅岭街
道的王女士担忧地说道。

暑假期间，孩子因为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如家长给予
合理的规划并陪伴，那么孩子可能会降低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程
度。“前段时间，我发现我女儿刷手机短视频上瘾了，由于近距离
用眼时间长，我很担心她的视力出现问题，便带她到眼科门诊检
查了一下视力，医生说孩子的远视储备不足，要注意日常生活中
科学用眼。”市民黄先生告诉记者，为减少孩子近距离用眼，他现
在开始有意识地陪孩子玩游戏或进行户外活动。

书香点亮童心，故事陪伴成长。由本报主办的晋
江市第六届亲子阅读节系列活动之“绘本故事小达人”
入围名单已公布，共有10个小朋友投稿的精彩作品获
奖。快来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本期绘本：《三只小猪》
绘本介绍：这本绘本讲的是三只小猪盖房子的故

事，猪老大盖了草房子，猪老二盖了木头房子，猪老三
盖了砖头房子。有一天，大灰狼来了，猪老大和猪老二
的房子都被大灰狼给吹倒了，只有猪老三的房子最坚
固，大家在猪老三的指挥下赶走了大灰狼，最后三只小
猪一起愉快地生活。

讲述人：杨千滢
幼儿园：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嘉天下第二分园
互动墙：大家好，我是杨千滢小朋友。今年 9 月

份，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大班段的小姐姐了。平时，我
喜欢唱歌、绘画、阅读、滑轮等。在中班段学习的过程
中，我曾获校冬季运动会一等奖、年级诗歌朗诵二等
奖、中班段创意拼二等奖、年段故事大王比赛二等奖
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故事，快来扫码听
听看吧！

晋江市实验幼儿园
开展暑期劳动实践活动

日前，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利用暑
假时间家园携手，组织幼儿开展“暑期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居家期间，家长
通过营造“自理、自律、自由、自主”的
生活环境，让幼儿在劳动中学会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感受劳动成果带来的
成就感。

在暑期劳动实践中，孩子从自身
出发，锻炼解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
各种劳动能力，比如整理自己玩过的
玩具、看过的书籍等。瞧，孩子们还化
身家务劳动小帮手，积极参与家务劳
动，忙着择菜、扫地、做面食等。此外，
还有的小朋友在自然环境中劳动，通

过照顾植物进一步亲近自然、探索自
然，释放天性。

该园园长陈丽坤表示，此次系列
实践活动通过暑期家园携手共育的
方式，鼓励孩子们通过自我服务小能
手、家务劳动小帮手、自然劳动小助
手三种角色，在看似简单的劳动中变
得独立、自信、自强，同时在劳动过程
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不断进步、收获
成长。

晋江市第四实验幼儿园
组织家庭教育线上讲座

日前，晋江市第四实验幼儿园组
织家长及教师共同观看“对齐目标，家
校协同——与每一位孩子共同成长”
家庭教育线上讲座，帮助家长更好地

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和心理特点，提
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讲座中，主讲人李希贵老师从“父
母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角色”切入，
强调用间接影响替换直接说教，通过
孩子们的老师、朋友，共同营造家校社
协同育人的环境；帮助孩子养成有益
的习惯，不是因为优秀了才表扬，而是
因为表扬了才优秀。

该园园长丁珊莉表示，此次线上
培训活动引导家长关注幼儿身心健
康，帮助家长明确了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并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也为
家长用心构建健康和谐幸福的家庭氛
围指明了方向。今后，该园将持续发
力，充分发挥幼儿园在家庭教育指导
中的作用，为幼儿健康成长助力，为家
长科学育儿赋能。

咱厝园长支招

给亲子关系“消消暑”

亲子健康

暑期如何科学用眼？

眼科医生分享实用干货

五彩驿站

缤纷夏日 快乐学习
咱厝幼儿园假期也精彩

绘本阅读

杨千滢小朋友分享
绘本故事《三只小猪》

投稿须知

如果你家娃也喜欢阅读、
爱讲故事，家长不妨用手机记
录孩子精彩的阅读过程，发送
至“晋江经济报亲子驿站”后
台，附上孩子的姓名、所在幼
儿园、绘本名称、绘本简介、孩
子生活照原图及联系方式。
我们将选取优秀作品刊发。

本版由本报记者张清清采写

暑期即将过半，不少亲子家庭由于相处时间增多，
平日里不易显露出来的矛盾增加，亲子关系急需“消消
暑”。就此，记者采访了晋江市星星实验幼儿园园长吴
玉倩，她将从如何提升亲子间的幸福感为家长提供实用
性的建议，快一起来看看吧！

除了和孩子盘点回顾、重新
规划外，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一
起去做哪些事情，提升亲子关系
的幸福指数呢？吴玉倩建议道，
由于暑期时间相对较长，不少亲
子家庭有出游计划。其实，只要
家长肯花时间带孩子出去走走，
不一定得到很远的地方。比如，
家长可以利用周末或晚上闲暇
时光，带着孩子到周边的景点走
走，或打卡周边的科技馆、图书
馆等，亦能增进亲子间相处的幸
福感。

此外，家长还可以在这个

假期陪孩子坚持一项运动打
卡，比如游泳、踢球、打羽毛球
等。在增加孩子运动时间的同
时，还能在这个假期习得一项
新技能，增进亲子双方的情感
互动。如果家长工作比较累，
也可以在下班后陪孩子一起观
看一部电影，观影结束后再就
剧情展开讨论。这么做不仅能
跟孩子有共同话题，还能帮助
孩子拓宽视野，学会如何共同
讨论一部电影，共度美好夏夜
时光。

家长需要注意的是，“陪

伴”是强调孩子的主导地位，即
家长要花时间陪孩子做他想做
的事情，而不是去做家长想让
孩子做的事情。为此，家长还
可以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陪
孩子一起去做一些上学期间没
办法做的事情，让孩子去体验
自己的特长或爱好带来的快乐
和成就感。比如，孩子如果很
喜欢美食或咖啡，家长可以在
暑期陪孩子打卡美食餐厅或咖
啡馆，像朋友一样互相分享开
心或不开心的事情，给孩子充
满烟火气息的陪伴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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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亲子矛盾增多咋办？” 支招

▲

“几件小事提升幸福感”

吴玉倩 晋江市星星实验
幼儿园园长

炎热的酷暑，未能阻挡孩子们学习的热情。日前，咱厝不少幼儿园推出暑期
主题活动，鼓励孩子和家长们积极参与其中，比如在劳动实践中习得劳动技能、
收获成长，通过家庭教育讲座学会与孩子沟通的技巧。一起来看看精彩花絮！

那么，家长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帮
助孩子呵护双眼呢？首先，建议家长和
孩子通过讨论、商量的方式，共同确定电
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和频次。如超过使用
时间后仍无法自觉停下，可一起商定惩
罚措施；其次，多增加孩子户外活动的时
间。“大暑”节气天气炎热，家长可在早晨
或傍晚时段，带孩子到公园、海边玩耍；
此外，在日常饮食方面，切记少吃甜食，
多吃肉蛋奶及蔬菜水果等。

如果孩子想借助电子产品打发漫长
的时间，家长该怎么办呢？“我会在闲暇
时带孩子玩一些亲子游戏，一起畅读她
感兴趣的绘本，或者带着孩子走出家门，
亲近大自然等。当她觉得生活中有很多
有趣、好玩的新鲜事时，就不再对电子产
品有这么深的依赖了。”家长黄女士说
道。

业内人士提醒，仍有家长存在误区：
认为孩子刚近视能不戴眼镜就尽量不戴
眼镜，一方面戴眼镜不方便、不好看，另
一方面戴眼镜会导致近视度数越戴越
高。其实，当孩子视力出现问题时，家长
应尽早带孩子到专业的眼科就诊，在检
查后听取眼科医生的建议进行视力矫
正，或展开科学的近视防控措施。

晋江市妇幼保健院眼科医生胡俊松告诉记者，近期每天都会有家长
带着孩子过来检查视力，有的是上学期期末检查后暑期过来复查，有的家
长则是带着孩子过来定期检查。从检测数据来看，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
孩子的视力问题。

“这段时间，接诊幼儿的视力问题主要以散光、远视等先天性的问题
居多，小学生则主要是后天用眼导致的近视问题。”胡俊松说道。

晋江艾仕瞳眼科相关负责人易浩宇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到该眼科检
查视力的儿童主要以近视眼居多，大部分家长会选择给孩子做近视防控，
亦有孩子因为度数增长导致视力模糊过来重新配镜。此外，有的家长会
特地带孩子过来检查视力，想定期了解孩子视力的动态情况。

“妈妈，我还想看手机！”暑假期间，你是否曾因为电子产品的使
用时间和频次与孩子“大战”过呢？因长时间用眼而引发的视力问题
屡见不鲜，家长该如何给予孩子科学合理的干预和指导呢？本期，

“亲子健康”将从暑期儿童眼部健康着手，邀请眼科医生与家长们分
享实用的护眼干货。

“日常生活中呵护双眼”

“电子产品根本停不下来”

现象 “当下门诊迎视力检查热”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