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艳彬
见习记者 陈金旭

5月30日，网友“清新”在
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六一’
要到了，儿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网友纷纷留言，参与讨论。

网友“采蘑菇的小菇凉”
说：“儿时的梦想是当天文学
家，因为当时太幼稚了，以为
天文学家的工作就是每天看星
星。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传
媒，虽然和天文学家差了十万
八千里，但是同样是一个需要
想象力的工作。现在回想当时
的梦想，还是觉得很有趣。”

网友“Tinting Xu”说：“我
小时候的梦想是画漫画，没事儿
就在本上画画，一直都没放弃
过。最近我参与制作的国产动画
已经播出了。看到片尾自己的名

字，别提多开心啦。”

记者联系到网友“清新”，
她告诉记者：“发起这个话题是觉
得‘六一’临近，特别容易想起
自己的童年和童年的梦想。我想
知道大家的梦想都实现了没有。”

“上初中时我的梦想是当个
作家，因为很喜欢看书，只要带
字的东西基本都要看两眼。虽然
很多东西当时不能理解，但还是
喜欢去读和背，看见喜欢的句子
也会抄下来。”“清新”向记者
说，她七岁时尝试写诗歌，十
岁时便尝试写小说，而且写日
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大学。

“没想到会一直写下去，
但是却写到了现在，以后也不
打算放弃这个爱好。”“清新”
说，现在自己还在尝试写小
说，而且还有了自己的粉丝。
儿时的梦想不管实现与否，都
是童年的一份美好回忆，希望
能将这份美好收藏。”

□本报记者 潘丽亚

5月31日，网友“静静地坐下
听风”在微信朋友圈发消息说：

“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了，给
孩子送啥礼物呢？年年都是玩具，

买的我自己都腻了。”

网友“熊大和熊二”：每年春
节、“六一”儿童节、生日都是给孩
子买玩具，想想是不是除了买玩具
就没有啥礼物可送给孩子了。

网友“奔跑的小狗”：家里玩具
多得到处都是，可是每逢过节孩子
还是吵着买玩具。

网友“致青春的梅子”：平时送
孩子礼物，除了玩具就是衣服，要
不就是带孩子出去吃一顿，最多也
是买几本书，似乎没有更好的送礼
方式了吧。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了发帖
的网友“静静地坐下听风”。她告
诉记者，她儿子今年 9 岁，平时她
做生意比较忙，很少有时间陪儿
子，所以一般过节、过生日都会给
儿子买个喜欢的玩具，一方面是让
孩子高兴高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存在着弥补孩子的心理，多数时候
都 会 满 足 孩 子 的 要 求 。“ 时 间 长
了，我发现孩子好像摸透了我的心
理，只要做了让我表扬或让我高兴

的事儿 （比如做好事了等等），都
会和我讲条件让我给他买玩具，尤
其是在商场或网上看到喜欢的玩具
时，他会变着法地求我给他买，大
多时候我心软就满足他了。”网友

“静静地坐下听风”表示，她感觉
儿子有时为了买玩具，会故意做些
让她高兴的事儿，感觉孩子这样的
行为并不好，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引
导孩子。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邹冬
妮表示，家长给孩子买玩具、送礼
物都是出于一种对孩子的关爱心
理，但如果仅仅依靠买玩具、送礼
物等一味满足孩子的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关爱，则并不利于孩子的身心
健康发展。现在家庭生活条件好
了，多给孩子买点玩具无可厚非，
但玩具并不在多而在“精”，应该
注意引导孩子通过玩玩具开启孩子
的智慧，而且家长对于孩子的关爱
也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邹冬妮建议，家长应该把对孩
子的关爱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
中，所以家长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陪伴，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抽时
间陪孩子读书、玩耍、运动，通过
这些行为让孩子亲身感受到家长的
爱，而且这些感受是任何礼物都无
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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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到了

说说自己儿时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