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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7_94_9F_E4_c38_61049.htm 随着双休日制度的实

行以及节假日时间的延长，小学生们休闲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对于家长来说，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另一方面对于怎样合理安排孩子的休闲活动颇为犯难。

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孩子的休闲心理，这样才能做到科学地安

排孩子的休闲活动。那么，小学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休闲心

理呢?一般说来小学生休闲心理具有以下特点。 (一)兴趣导向

性小学生参加任何活动，首要的前提是感兴趣。如果不感兴

趣，即使在别人看来是如何有意思，有实用价值，他们也不

会去参加。因此，对于孩子兴趣的了解非常重要。只要留心

观察，就不难发现孩子的兴趣。有一个家长检查孩子功课的

时候，发现课本上用彩笔画了许多卡通人物，虽然笔法还很

稚嫩，但也颇有几分童趣。这个家长本来想批评孩子，让他

不要在课本上乱写乱画，可是转念一想，孩子是不是有画画

的兴趣呢?于是找来孩子谈话，孩子承认自己喜欢画画，尤其

每当脑子里想起那些可爱的卡通人物时，自己就忍不住想把

它们画出来。这个家长告诉孩子喜欢画画是件好事，但是不

能在听课的时候画，也不要画在课本上，要画可以抽出时间

，在专门的图画本上画。如果他愿意，可以让他报名参加少

年宫的儿童绘画班。后来，这个小朋友在绘画上取得了很不

错的成绩。这就是做家长的细心观察的结果。如果当初这个

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指责，可能

这个小朋友的绘画爱好也就埋没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学



生的兴趣并不稳定，这就要求家长对其进行引导。比如，有

的孩子看见别人弹钢琴，觉得好玩，闹着也要学钢琴，家长

觉得这是好事，不假思索满口答应，买来了钢琴，请了教师

。结果没有多久，孩子忍受不了练琴的枯燥，哭着喊着不肯

学了。父母将罪过全部归结到孩子身上，认为孩子三心二意

。其实，这不能全怪孩子，因为他们对自己兴趣的认识还达

不到理性的高度，所以父母在作出有关孩子兴趣发展的决定

时还应该多加思量。 (二)群体倾向性 小学生在休闲娱乐的时

候，喜欢跟同龄伙伴在一起。这是儿童对友谊需要的一种表

现，同时也是社会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友谊是和亲近

的同伴建立一种特殊而稳定的亲密关系。在建立关系的过程

中，他们之间相互学习交往、合作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为以

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有的

家长没能充分认识到，总是以安全、卫生之类的理由不让孩

子踏出家门，也不让孩子将同伴带进家里来。为什么孩子们

总喜欢上公园、动物园、游乐园等场所去玩?这固然是因为那

里有许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那里有许多同龄

人，尽管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是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他们

有一种群体的归属感，不会感到孤独。作为教师，要善于将

班级同学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这样既有利于良

好班风的形成，也增强了学生的集体意识。(三)自由倾向性

由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小学生开始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愿

意处处受人约束，受人监督，喜欢无拘无束的玩乐。有的小

学教师认为，现在组织班级活动不容易，只要不是硬性规定

，就总有人不来参加。其实，这里面可能就有学生觉得受约

束太多的原因。当然，对于班级组织春游、逛公园这一类的



活动来说，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安全问题。但是，如果为了这

一点就不给小学生任何自由活动的机会，这样会引起小学生

对集体活动的反感和厌恶。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

该给学生更大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地玩乐。比如，去爬

山，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可以让孩子们展示自我的力量、

胆略，向大自然挑战。(四)角色扮演倾向游戏活动在小学生

的休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游戏活动之所以对孩子们有那

么大的吸引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游戏中可以扮演

自己喜欢或者向往的角色。通过这种角色扮演，使得儿童在

日常生活和学校学习中不能保证、不能实现的成功感和创造

欲望，可以在游戏中获得满足。儿童经常想显示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往往是被保护的对象。在游戏中

，他们遵循自己制订的规则，不被大人操纵，这样他们就可

以把自我的欲望表达出来。这种角色的扮演起着从非现实到

现实的桥梁作用，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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