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随着人们育
儿理念的不断更新， 很多
家长都会找机会带孩子去
旅行， 希望孩子在旅行中
不断成长。 但也有家长表
示 “带娃出行太麻烦”，虽
然期待一场 “亲子游”，但
却无法真正付诸于行动。
日前， 本报记者采访多位
喜欢带娃旅行的宝爸宝妈
以及儿童心理学专家， 谈
一谈他们如何看待带着孩
子去旅行的意义， 以及带
娃出行的一些小建议。

当然， 不是所有带娃旅行都
会十分顺利。 旅行中， 很多孩子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饮
食不适应 ， 变得比在家中还淘
气， 或者产生 “叛逆心理”， 变
得不 “听话” 等等。

年轻妈妈肖旭就曾遇到这样
的问题， “第一次带儿子远途旅
行是去云南， 面对不一样的风土
人情， 孩子表现得很兴奋， 不知
疲惫地到处跑来跑去。” 肖旭说，
“那真是一次糟糕的旅行， 我几
乎都被孩子牵着鼻子跑， 根本没
有达到原计划的休闲意义。”

淘气 、 不听话 、 叛逆等表
现， 让肖旭一度十分后悔带孩子
出去旅行， 甚至在旅行中对孩子

大发脾气。 “后来， 我咨询了亲
子教育的老师， 才了解到孩子这
些不听话， 都是源于过度兴奋，
而作为家长， 我没有及时有效地
正确引导。” 肖旭告诉记者， 有
了一次 “不知所措” 的旅行经验
后， 她开始看书学习， 了解和掌
握了很多幼儿教育方法， 并学习
了一些儿童心理学， 方便下一次
旅行不至于让孩子再次 “失控”。

“孩子的 ‘不听话’ 一定是
有原因了， 所以家长要正确对待
和引导， 不要一味地责怪和发脾
气。” 肖旭说， 旅行中耐心的沟
通可以有效加强亲子关系的亲密
度， 而父母的悉心聆听， 一定可
以发现孩子成长的惊喜。

■健康资讯

【育儿专家建议】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路路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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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孩孩子子在在旅旅行行中中快快乐乐成成长长
旅旅行行的的意意义义

寒冷的冬季正是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节， 再加上眼下的雾霾，
容易让哮喘病人病情发作。 流行
病学调查资料显示， 哮喘发病率
是呼吸系统慢性疾患中递增速度
较快的一种， 在全球范围内哮喘
的花费远高于结核病和艾滋病的
总和。 目前全世界有哮喘患者1.5到
2亿人， 我国约有3000万哮喘患
者， 其中儿童占了1/3左右。

北京市卫计委提示， 哮喘是
一种慢性疾病， 市民应了解哮喘
发作的正确急救措施。 有效的急
救措施之一是吸氧气疗法， 让患
者半卧位呼吸新鲜流动空气， 消
除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 但要慎
用镇静剂。 中重度哮喘发作时，

由于呼吸道阻塞， 造成患者机体
明显缺氧， 必须及时补充氧气。
当病人已出现严重呼吸困难， 口
唇、 指甲青紫时更应尽快吸氧。

气喘喷雾剂疗法也是有效的
措施， 立即让患者吸入手边备用
的气喘喷雾剂， 用量要参见该剂
型 的 说 明 书 ； 此 外 应 及 时 向
“120” 急救中心呼救， 哮喘病人
发作时可向 “120” 急救中心呼
救请急救医生前来救治， 待病情
稳定后护送病人到医院就诊。

同时应注意， 尘螨是哮喘在
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发病原因， 尘
螨存在于皮毛、 唾液、 尿液与粪
便等分泌物里。 真菌亦是存在于
空气中的室内变应原之一， 特别

是在阴暗、 潮湿以及通风不良的
地方。 花粉与草粉是最常见的引
起哮喘发作的室外变应原， 哮喘
患者都要尽量避免接触。

对于儿童哮喘患者， 家人要
注意患者保暖， 加强防寒耐寒的
锻炼 ， 如用冷水洗脸 、 按摩鼻
部， 并随季节的变化增减衣服；
保证患儿所处室内通风， 空气新
鲜但没有过堂风； 去公共场所戴
口罩 ； 床上用品尽量使用棉织
品； 避免哮喘患儿被动吸烟， 避
免进食可能诱发哮喘的食物， 如
鱼、 虾、 蛋等； 同时， 患儿要保
持乐观的心理状态， 保持心理平
衡避免激动， 必要时可应用增加
哮喘患儿机体免疫力的药物。

俗话说 “读万卷书， 行万里
路”， 对于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
教育方式这一点， 拥有20多年儿
童教育经验的王艳丽非常认同。
同时， 她也提醒家长， “带孩子
外出旅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要根
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
安排相应的旅行计划。 而在旅行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也需要科学
的分析和引导， 切勿将旅行教育
变成亲子负担。”

王艳丽拥有三家儿童教育 、
亲子咨询的工作室， 具有丰富的
育儿经验和儿童心理学知识， 同
时 ， 她也是一个12岁女孩的母
亲， 对于很多家长提到的亲子旅
行所遇到的难题， 王艳丽感同身
受， “面对亲子教育问题， 家长
之所以感到非常困扰， 是因为没
有足够的应对方法， 缺少教育经
验而已。”

王艳丽听了讲述者的旅行故
事后表示， “值得高兴的是， 越
来越多的家长认可亲子旅行的意
义 ， 而我想说的是 ， 请记得把
‘旅行的意义’ 带回家。”

王艳丽介绍， 在以往的咨询
中 ， 她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
题， “孩子旅行时很高兴， 但旅
行回来， 到了原本熟悉的环境，
一切又都归零了。” 对于这样的
现象， 王艳丽表示很正常。

“旅 行 的 新 鲜 感 确 实 是 有
‘保质期’ 的， 而如何延长保质
期就需要家长的引导和帮助 。”
王艳丽说， 比如林晓春通过旅行
交朋友的方式 ， 吸引孩子的兴
趣， 这种方式就很好， 建议小伙
伴之间要长期保持联系； 而孙立
阳引导孩子用地图记录旅行故事
的方式也是可取的， 建议形式可
以更加丰富一点， 引导孩子把这
件事坚持做下去。

旅行教育的重点词汇在教
育， 而教育又贵在持续性， 王艳
丽表示 ， “把旅行的意义带回
家 ， 把旅行中学习到的亲子互
动、 耐心沟通以及孩子的 ‘好奇
心’、 ‘好胜心’、 ‘公益心’ 统
统带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才会真
正达到教育的意义。”

记得把“旅行的
意义”带回家

“西湖龙井” 作为茶叶中
绿茶的代表， 其独特的味道以
及深厚的历史底蕴， 深受广大
消费者的欢迎， 成为了茶叶市
场上销售最火爆的茶叶品种之
一。 但与此同时， 有些不法商
贩唯利是图， 逐渐将一些假冒
的 “西湖龙井” 茶叶摆上了柜
台，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鉴于以上情况， 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六里桥工商所联
合 “西湖龙井” 商标权利人对
辖区马连道茶缘茶叶批发市场
的 “西湖龙井” 茶叶进行了检
查。 执法人员主要对售茶商户
的经营资质、 进销货凭证以及
茶叶的标识标牌进行了检查 ，
“西湖龙井” 商标权利人则对
商户销售的标明 “西湖龙井”

茶叶的真伪进行了现场鉴定。
经现场检查， 执法人员共查明
有2户经营者销售假冒的 “西
湖龙井” 茶叶， 执法人员对侵
权商品进行了现场扣留。

渠忠涛

丰台工商分局
查处假冒“西湖龙井”寒冷天气警惕 发作

□本报实习记者 唐诗

哮喘

【旅行故事】

采访中， 很多家长都有 “带
着孩子出行太麻烦” 的困扰， 所
以干脆选择呆在家里， 给孩子一
个相对熟悉和封闭的环境。 而四
岁女孩 “朵朵” 的妈妈林晓春则
不这样认为， 她说， “只要做足
准备工作， 其实出发没有想象中
那么难。”

32岁的林晓春告诉记者， 从
孩子刚满两岁开始， 她每年都会
安排一到两次的 “亲子游”， 其
实， 对于担心带着孩子出行很麻
烦的困扰， 林晓春在第一次出行
前也有， “两岁时候的朵朵需要
带的东西很多， 纸尿裤、 奶粉、
足够换洗的衣服等等。” 林晓春
说， 第一次出行， 他们带了很多
行李， 但经过五天的旅行后， 林
晓春发现， 很多行李都是根本用
不到的， 于是在第二次出行的时
候， 她学会了精简行李。

说起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林

晓春建议， “带着孩子出行， 所
有的行程都应该尽量配合孩子的
作息习惯， 所以不管是机票、 酒
店的预订， 还是旅行节奏， 都要
十分注意。” 当然， 带娃旅行不
仅仅是对家长的考验， 更多的是
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除了家长的准备工作外， 林
晓春还会让女儿做好旅行准备，
并引导女儿对旅行有所期待 。
“就拿上个月去上海的旅行来说，
我在出发前就会告诉朵朵， 旅行
中会遇到妈妈同学的孩子苏溪，
然后会跟苏溪一起到迪斯尼儿童
乐园看到米老鼠和唐老鸭。”

林晓春告诉记者 ， 这样以
来 ， 朵朵会十分期待见到小伙
伴， 并主动带自己的玩具给朋友
当礼物。

林晓春说， “从心理上迈出
带娃旅行这一步， 之后的旅行准
备起来就会越来越顺手。”

“出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讲述者： 林晓春 今年四岁的女儿从两岁开始旅行

让孩子敞开怀抱认识世界
讲述者： 孙立阳 今年八岁的儿子从四岁开始旅行

孙立阳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
个拥有四年旅行经验的 “超级驴
友” 了， “四年来， 我曾带孩子
去过很多地方， 山东、 浙江、 云

南、 贵州等地都曾留下过我们的
足迹。” 孙立阳告诉记者， 孩子
上幼儿园的时候， 旅行的目的主
要以玩为主， 让孩子感知大自然

和小动物 ， 等孩子长大上了小
学， 他们的旅行目的地就多以名
胜古迹为主。

面对不同的风土人情， 甚至
美食， 孙立阳总是能讲出很多投
其所好的小故事给儿子听， 带孩
子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个世界 。
“小孩子对未知的世界总是充满
好奇心的， 所以旅行可以填补这
些好奇心 。” 孙立阳告诉记者 ，
在他家的书房里有一张世界地图
和一张中国地图 ， 每次旅行回
来， 他都和孩子一起记录下旅行
目的地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事物。

孙立阳还鼓励孩子写旅行日
记， “当然，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

些日记写了什么 。” 孙立阳说 ，
让人欣慰的是 ， 几年的旅行下
来， 他明显发现儿子的见识多于
同龄孩子。 与此同时， 因为旅行
在外需要与陌生人沟通和交流，
这竟然成了孩子人际交往能力的
训练场， 孙立阳得意地说， “孩
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突飞猛进， 人
际交往也越来越恰当， 俨然是一
个 ‘小大人’。”

对于带娃旅行这件事， 孙立
阳的建议是， 带小于16岁的孩子
旅行最好不跟旅行团， 放慢节奏
的自由行 ， 让孩子可以充分休
息， 有时间消化一路所学， 不至
于对旅行产生疲惫感。

正确认识孩子的“不听话”
讲述者： 肖旭 今年五岁的儿子从四岁开始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