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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格小记者活动系列报道

“快乐阅读行”走进图书馆
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成为本报小记者阅读基地
专刊记者 王伟凯

“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在
哪儿”、“真不知道烟台还有个
少年儿童图书馆”、“还是少年
儿童图书馆里的图书适合孩
子 ，这 下 孩 子 读 书 有 去 处
了！”……在到烟台少年儿童图
书馆参观之前，很多小记者和
家长都对这里不是很了解，但
参观完后，都觉得不虚此行。

现阶段，学生们正处在读
书、求知的黄金阶段，尽管孩子
们都好读书，但是真正来图书
馆读书的孩子真不多，烟台图
书馆副馆长宋晨告诉记者，这
主要是因为学生和家长们对图
书馆的了解不够全面，有些学
生和家长认为图书馆里的藏书
适合孩子看的比较少，并不知
道烟台图书馆还设有少年儿童
图书馆，将烟台少年儿童图书
馆设立为小记者阅读基地，就是
专门为小记者搭建一个科学阅
读、获取知识和丰富课余生活的
平台，利用图书馆藏书资源为小
记者建立一个读书活动的文化
教育基地，让小记者们最大限度
地利用好图书馆藏书资源，成为
一个阅历丰富的小记者。

4月22日上午，40余名小记
者及其老师、家长参加了小记
者阅读基地揭牌仪式。揭牌仪
式后，烟台图书馆副馆长宋晨
为小记者详细介绍了烟台图书
馆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如何利用
图书馆馆藏资源。

宋晨告诉小记者们，现在
的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原来
的烟台图书馆旧址，建筑古色
古香，已有80多年历史，自1999

年1月28日起，正式向全市少年
儿童开放。少儿图书馆隶属烟
台图书馆，建筑面积1780平方
米，设借书室、报刊室、少儿画
廊、计算机教室、活动中心、自
修室等6个服务窗口。现有藏书
近5万册，报刊近300种，阅览座
位175个，少年计算机培训中心
设微机50余台，为全市青少年
提供学习、培训。少儿图书馆除
每周四下午闭馆整理内务外，
节假日不休息，全年开放，小记
者随时可以在少儿图书馆找到
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书籍。

随后小记者们参观了烟台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图书馆少
儿部主任孙淑宁为小记者们介

绍了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藏书和
期刊，并教小记者如何查找和
借阅图书。看到图书馆里琳琅
满目的书籍，小记者们迫不及
待地坠入书海，在一排排书架
中徘徊。

在阅览室，一位小记者一
动不动地看入迷了，临走时还
恋恋不舍地说道：“有时间我就
来这里看书。”在借阅室，小记
者们穿梭在一排排书架之中，
寻找着自己喜欢的书籍，找到
后有的席地而读，有的倚窗而
阅，有的家长与孩子一起捧着
书走进书的世界。

整整一上午，小记者和家
长们都在书海里畅游着，有些
小记者在离开前拿着书，爱不
释手，不想离开，当得知在少儿
图书馆办理图书借阅证后可以
免费借阅这里的书籍，小记者
们纷纷要求现场办理图书借阅
证。最后，小记者们捧着心爱的
图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少年
儿童图书馆，很多小记者都说
以后要常来借阅自己喜欢的图
书，让自己成为一个阅历丰富
的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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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瑾，国家执业
心理咨询师，烟台广
播电视台特约心理专
家，育心心理咨询中
心首席心理咨询师，
从业经验非常丰富。

关于教育孩子，你应该知道的(四)
前几天，我看到以前亲子讲座的

文字资料，这次整理了一下，和各位
家长一起探讨：家长应该怎样保护孩
子。

现在的家长，一般只有一个孩
子，不像我们的父母那样有教育孩子
的经验。我经常听到家长这样说：我
们小时候哪有人管，也没像现在的孩
子，唉！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好教啊！其
实，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有几个
关键点要提醒大家注意：我是学家庭
治疗的，注重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父母与孩子之间是怎样互动的，
存在怎样的规律。在咨询中，我们更
看重的不是父母跟孩子关系的表面
现象如何，而是在表面互动下的关系
层面和他们内在的心理需求。

在我的咨询室常遇到这样的来
访者：他们大多是男孩，这些男孩有
一个共同特征，即小时候得过比较重

的病或由于其他的原因被高度保护。
由于孩子的重病，家长生怕孩子

发脾气会不利孩子的病情或者受到伤
害，从而过多保护孩子。这样，孩子便
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成长，因为家长
过度保护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权利。这
样的孩子，在父母的过度保护下，会生
活的很好，学习也会很好，但孩子失去
了很多能力。孩子顺利渡过小学、初
中。家长多为此而高兴自豪，但是到了
青春期，这样的孩子通常会遇到麻烦。
孩子在小的时候，父母的保护是对的。
小孩子还没有社会化，社会适应能力
没有发展，在这时没有什么异常的表
现。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也是孩子慢慢
社会化的时期)这时，孩子社会适应能
力不足也就慢慢地表现出来。如果在
青春期，父母还要像孩子小时候那样
过度保护孩子，如在孩子与同学发生
争执的时候，家长就找老师，找同学家

长，久而久之就会出麻烦。所以家长应
该知道保护到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应
该保护，什么事情不能保护？

我前几天的一个来访者，3年前
到现在，一直在看心理医生，吃药，到
全国各大医院看过医生，但是一直都
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生活。但是，我发
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父母不在
他身边的时候，妈妈请亲戚帮忙照看
孩子，孩子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当孩子
身边没有熟悉的人的时候，他可以去
超市买吃的，去网吧上网，去买书，饿
了可以自己煮方便面。可是当父母回
到孩子身边，孩子又病的彻头彻尾，不
能与人交往，什么也不能干，整天只会
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所以孩子的问题
是与父母共生的。当父母不在的时候，
孩子的病也就不在了。实际上，是父母
代替了孩子的社会功能。当孩子与社
会接触的时候，便会支配爸爸给他去

买东西，强迫妈妈给医生打电话……
让父母去实现他的社会功能。如果父
母还愿意去替孩子去实现这些功能，
孩子的病也很难好。

建议家长应从三方面来关心孩子。
第一，身体发育。在孩子上学前，家长大
都把孩子身体放在首位，假如这个孩子
有疾病，差不多孩子就拥有了某种特
权，这个特权就是爸爸妈妈不得不怎么
样，这是有偏颇的。第二，孩子的智力和
能力的发展，包括学习和社会能力、运
动能力、音乐与艺术的修养。等孩子上
了学后，家长又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放在
第一位，但要注意其他能力的共同发
展。第三，个性的成长和心理发育的完
成。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相通的，因为
身体的健壮、身体健康的孩子往往心理
发展顺利，有病的孩子，因为过度需要
帮助，就有补偿关系，这个补偿就使孩
子不去发展种种能力。

孩子就像电脑的显示
屏，将问题映射给我们看
到而已。 ——— 周瑾

为引导小记者健康阅读，为小记者提供丰富又有价值的阅
读资源，本报在“世界图书日”来临之际与烟台市图书馆联合
推出“小记者快乐阅读行”活动，并在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设
立本报小记者阅读基地。4月22日上午，小记者们来到了古色古
香的少儿图书馆，举行了小记者阅读基地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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