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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们们要要的的是是陪陪伴伴
比比你你想想的的还还简简单单

“今天不开机”活动让孩子感到父母的爱

“妈妈，你在听我说话吗？”“爸爸，你别玩手机了，陪我玩会儿
啊！”孩子这样的话你感觉熟悉吗？

上周末，齐鲁晚报记者在山师附小雅居园校区一年级三班中
开展了一项社会实验。周末两天里，齐鲁晚报倡议孩子家长放下手
机，多陪孩子多关注孩子。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却产生了奇妙的
效果。“孩子变乖了”成为不少家长的反映。而在教育专家的眼中，
放下手机只是表面原因，孩子真正需要的，还是家长的陪伴。

本报记者 徐洁

真想把他们
的手机卖了

“你们的爸爸妈妈爱玩手
机吗？”2月17日，被问到这一问
题时，山师附小雅居园校区一
年级三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
大声喊：“爱！”在他们的心里，
手机已经成了一个夺走父母关
心与爱护的小怪物。

“因为他们去哪儿都带着
手机，干什么都要先保护好手
机。”孩子回答。

“我真想把他们的手机卖
了”“他们的注意力都在手机
上，根本就不在我身上！”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控诉”。

“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一
天不玩手机的举手！”2月17日
下午放学前，当班主任卞雪梅
老师说出这句话后，全班所有
的孩子都举起了手，许多孩子
从座位上站起来举双手赞同，
脸上写着兴奋和期待。孩子们
表示，要当爸爸妈妈的小监督。

2月18日、19日，正值周末，
齐鲁晚报在该班级发起了“今天
不开机”活动，倡议家长选择一
天关闭手机，带孩子参加户外
活动，体验全身心陪伴的感觉。
2月19日晚上，齐鲁晚报记者、家
庭教育指导师与家长们一同，在
QQ群中分享活动感受。

乍一离开手机
总是惦记着

周五回到家，小朋友郑程
耀就一直嘱咐妈妈：“老师说
了，周末不能开机呀！要陪我。”

“尽职”的小监督一直提醒妈妈
到周日晚上。周日，在爸爸妈妈
的陪伴下，郑程耀做了这么几

件事：上午，在外面玩警察抓小
偷，还聊共同看过的电影情节，
问了父母很多问题；下午，主动
收拾东西，给妈妈倒水、端水。

小朋友思琪说：“以前他们
就拿着手机玩玩玩，我说陪我玩
会儿，他们就说，不行不行，在抢
红包。然后，我就在旁边看书，周
末，我写完作业，他们陪我出去
散步了，我看到了喜鹊，现在他
们陪我玩了，我好开心！”不过让
她稍微遗憾的是，当她告诉爸爸
妈妈看到了喜鹊时，他们在打电
话，并没有听到她说什么。

不过，乍一离开手机，很多
家长还不大适应。小朋友马可
心的妈妈说：“和孩子确定好周
末不玩手机，孩子担心我们不
适应，商量好周六试行，周日正
式开始。而且爸爸和妈妈进行
比赛，孩子当小裁判，看谁执行
得好。”

分享中，小朋友孙佳怿的
妈妈说，今天她带孩子去了植
物园。刚开始的时候，也总是惦
记着手机，总想拿出来看看，后
来干脆装到了孩子爸爸的口袋
里。之前孩子自己玩的时候，我
们感觉自己可有可无，就会情
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来看，而现
在，我们会在一旁多看看孩子，
注意观察他的动作和表现。

小朋友曲昕璇的妈妈说，为
了督促自己，在带孩子外出时干
脆选择关闭了手机网络，孩子
也会在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提
醒：“不能看手机，只能打电
话。”她表示，其实孩子上培训
班时，自己坐在旁边，确实有拿
起手机的冲动，好在都控制住
了。取而代之的是，她会更专心
于孩子的课堂质量，对孩子课堂
上的专注度也有了更多了解。

父母放下手机后
孩子好像变乖了

“今天孩子不停地问我，妈
妈怎么不玩手机了？”19日晚分享
活动中，小朋友耿响的妈妈说，
一天没开机感觉心情轻松了好

多。
20日，一年级三班的孩子也

现场分享了他们的感受。“我很
开心，他们陪我玩了！”“我也很开
心！”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

许多父母关上手机后，也
注意到了孩子情绪的变化。

小朋友吕雅冰的爸爸说，
因为这次活动，除接了几个电
话，手机几乎一天没看，感觉孩
子可高兴了；小朋友郭芮君的
妈妈说，一天下来，我们觉得跟
孩子互动的时间大大增加了，
爸爸还亲自为孩子下厨做饭，
真 心 看 到 了 孩 子 的 那 份 喜
悦……

许多父母都听过一句话：
“孩子不会听你怎么说，但永远
在看你怎么做。”著名家庭教育
专家孙云晓曾说，有一个现象
就是，许多家长一边抱怨孩子
玩电子产品影响学习，一边自
己抱着手机不撒手。

家长过度使用手机，究竟会
给孩子带来什么？“孩子说会带
来无奈和讨厌。”曲昕璇妈妈说。
QQ群中，许多父母也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会让孩子产生逆反
心理”“可能会模仿我们”。

活动中，许多父母都有感
觉：父母放下手机后，孩子好像
变乖了，也不再要手机来玩了。
家庭教育指导师丽华说，许多
孩子出现抽烟、不完成作业等
偏差行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
为缺少父母的爱和关注。他们
故意用不当的行为引起父母的
注意。此时的孩子心里充满了
焦虑，他们太缺爱、太缺关注
了！当父母全身心陪伴孩子的
时候，孩子能够感觉到父母满
满的爱，所以也就变“乖”了。

在被问到是否希望父母放下手机多陪自己的时候，孩子们一下子举起了手。 视频截图

“他们玩手机的时候，我真想离他们远远

的。”

“我真觉得他们不爱我，爱手机。”

“我写作业时，妈妈名义上在看书，其实就

是在手机上玩游戏，因为她开的声音特别大，打

扰我了，我多么希望她能看看书呀！”

“我不喜欢我爸爸看手机，因为他在吃饭、

干什么事儿的时候都在看手机。”

“我爸爸经常坐沙发上玩手机，我妈躺着玩

手机，我爸爸就是在QQ群里说话，有时也看电

视剧，我妈就是看图，看各种图。他们玩手机的

时候，我真想离他们远远的。有时候我妈带我去

齐鲁软件园玩，我喂鸽子，她坐长椅上继续玩手

机。有时候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拉倒了，然后继续

玩手机。有一次，我跟他们说玩手机对眼睛不

好，他们根本不听。”

孩子“控诉”：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要随时查看手机。其实我
从来不玩手机游戏，但在孩子眼里，不管我是因为
工作需要，还是在玩手机游戏，一个结果就是我在
看手机。没有陪她写作业或者陪她玩，孩子自然就
会学大人要手机玩，要不然就是玩电脑。我现在很
后悔之前总是因为工作而不去陪孩子，这个周末，
我尽量少看手机，而孩子也没再要手机玩。其实能感觉
到，比较起玩手机和父母的陪伴，孩子还是会选择后
者。”

“因为要听急诊电话，我只是把网络关闭了。开始
时，总是想去摸手机，每次想拿起手机孩子总会提醒我。
今天和孩子外出踢球，给孩子弹吉他听，看原来幼儿园
的课本，感觉时间过得很充实，没有原来玩游戏那种头
晕眼花。我不玩游戏了，不看微信了，孩子也不惦记手机
了，看来手机真的会耽误自己也会耽误孩子啊。”

“我今天关机一天，专心陪孩子玩了一天，带他爬
山、挖野菜等。一开始很不习惯，老是想看手机，最后在
心里告诉自己专心陪孩子。投入进去感觉很好，孩子也
挺高兴的。我问他今天的感受，他说我很棒！我真挺高兴
的！这次活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不玩手机孩
子有多高兴，因为孩子得到重视，父母专心陪他。这样能
减少我们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我们与孩子的感
情，希望我们家长继续努力，加油！”

“从看到倡议，孩子就要求我不看手机。之前，孩子
跟我们说一个事，然后会说：“你们有在听吗？哼！”当时

说“有啊”，但是没有全心听。通过这次活动，我真的
很后悔，也理解到孩子当时的不满。其实心

里知道，我们没有全心在听。”

家长“感悟”：

本报北京2月21日讯（记者
张琪） 无人敲击，编钟也能

发出美丽的音乐，这就是烟台一
家企业历时多年研发成功的高
科技新编钟。2月21日，新编钟科
技成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

一位演奏者坐在钢琴前，
弹奏起了山东民歌《沂蒙山小

调》，优美的旋律就从编钟上发
了出来，大小不同的钟体后“埋
伏”着钟槌，随着音乐的指令，
钟槌有节奏地捶击钟体，随之
而来的就是余音绕梁袅袅不
绝。

作为研发的发起者，烟台豪
特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得膑
说，他心中总有一个研发编钟的

梦想，灵感来源于塔钟的西洋乐
器报时，研发从2010年10月开始，
历时6年终于成功。

研发者以曾侯乙编钟为基
础，通过计算机分析和集成控制
技术的运用，把编钟演奏改革，
将每一件钟科学地配置了一个
钟槌，并按指令演奏发音，使传
统编钟与时俱进地演变而成了

以通用键盘为界面，使广大钢
琴、电子琴演奏者都能参与其
中。也就是说会弹琴就能弹奏编
钟，古老的乐器成了当下的普通
乐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礼乐重
器。距今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
钟，1978年在湖北出土，是战国早
期文物，被誉为“稀世珍宝”。

历历时时六六年年

““弹弹””出出新新编编钟钟

本报记者 徐洁 整理

“小眼镜”为何多

扫码听孩子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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