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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看点——

大学生十一过节花样多

□记者熊大平

假期，许多人过得轻松精彩，我市一些小
学高年级的学生及学生家长却叫苦喊累。马
上升初中了，孩子们假期要忙培优补课，家长
要跟着督促孩子学习。

现象：假期课堂搬家里

10月6日上午，家住温泉路的小刘带着
孩子出门逛了一圈，就把孩子带回家学习英
语。“每天上午两小时英语课程学习。”小刘说
这和孩子在培训班学习的内容是一套教程。
现在培训班的老师放假了，孩子的英语可不
能落下。

家住银泉大道的杜女士也是假期忙着
辅导孩子，她除了每天早上陪孩子读一段英
语，还得辅导孩子作文。“老师有布置作文，
可孩子的作文一直是短板。”杜女士为此特
意带孩子爬潜山，教孩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写记叙文。孩子把作文写好后，她改了又
改。

记者在看到，国庆节假日期间大部分培
训机构都放假了，但是一部分焦急的家长怕
孩子考不上好初中，假期都一直陪孩子学
习。

家长：辅导孩子没自由

看着别人的家庭假期出门游玩，很多小
学高年级的学生家长很羡慕，他们表示很想
出去玩，但是为了孩子的学习考虑需要忍一
忍。

小刘说，其实她也很想出去玩，孩子小
学马上要升初中了，如果疯玩七天，孩子回
来上学没法收心，晚睡晚起上学不紧张。放
假期间，孩子的英语培训班放假，她根据购
买的英语教程光碟，给孩子上起英语课，每
半天两个小时左右。培训结束后，孩子才可
以看电视。

小刘表示，她亲自培训辅导孩子，很累。
杜女士说孩子的英语不好，作文不突出，只有

在假期自己多花点时间，尽量帮孩子追赶。

建议：家庭学习 劳逸结合

对于一些小学生放假依旧在补课这一现
象，市区大学一老师表示，小学生学习没必要
这么紧张，天天让孩子紧绷着神经学习可能
会适得其反，假期学习要适当。假期应该让
孩子劳逸结合，这样一来，他们既能体会放假
的开心，又能学得更加起劲。

该老师认为，放假之前，家长应征求孩子
意见，满足孩子一两个游玩的愿望，给孩子制
定一个假期学习游玩计划。

回家团聚型
心语：吃上爸妈做的饭菜真好

“开学二十多天，在学校突然要自己洗
衣服，上课下课，没有了妈妈的唠叨反倒很
想念。军训结束前，我就订好了回家的火车
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大一新生小陈选择
回家过节，她说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很不习
惯，放假的第一个念头是回家。

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的大一新生
小李说，离开了家可以独立的生活，可妈妈
牵挂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她觉得趁放假回
家陪陪父母也是尽孝。“毕竟上大学之后，真
正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回家看到
他们忙前忙后，我觉得父母最大的愿望不过
就是儿女回家。”小李说，很多同学十一都选
择回家陪父母。

点评：有大学老师表示，这种思家心切
的心情容易出现在大一新生身上，他们第一
次长时间离开家长，对大学新环境还没有完
全适应，想念家人，都会选择十一回家释放
思家的情绪。

外出旅游型
心语：约上三五朋友开心穷游

旅游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十分吸引他们

的一件事。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长途、短途
的旅游，都是很多学生的假期选择。“大二以
后课程会增加很多，到了大三以后也要忙着
找工作。还不得趁早出去旅游，见识见识外
面的世界。”荆州籍学生小余国庆节和家人
一起去了一趟凤凰。玩了三天后，他回家休
整两天就返校了。

小林是湖南人，有两个室友是本地人。
他们相约一起，这个长假到本地的两个室友
家玩了一圈。他说，去外地花时间也花钱，
去室友家乡也是旅游，还能增进同学间感
情。

点评：有大学老师说，现在大学生间很
流行穷游，到有同学朋友的城市旅游。这种
方式，增进大家感情交流、增加学生阅历，挺
好。

留校充电型
心语：抓住一切时间复习考研

为了考研，不少学生选择留校复习。湖
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的小黄还在实习期
间，国庆假期在实习医院跟着值了三天班，
剩下的时间都在宿舍复习。

“大部分同学都在外实习，宿舍里本来
就很空，反倒让自己没有放假的感觉。”小黄
说，平时上班就很忙，十一的空当是最好的

复习时间。现在大家都卯足了劲在复习，大
四、大五的同学有考研打算的基本都在复
习。

点评：有大学老师表示，大学最大的好
处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在当前竞争
压力较大的就业形势下，利用这样一个假期
充电是很好度假选择。

假期兼职型
心语：发传单打杂赚点零花钱

有学生选择假期旅游放松、学习充电，
有学生选择在假期兼职体验生活。国庆长
假几天，记者在街头经常能看见发传单的兼
职大学生。

小黄是孝感人，往年十一假期都是回家
呆着，今年十一他选择留校，和同学参加了
几个兼职，虽然收入不多，但是这个假期他
觉得过得很有意义。“十一结婚的人很多，去
婚庆公司兼职了一天，帮助摆场、搬东西。”
小黄说，假期还兼职了一些上街发宣传单的
活，虽然谈不上很有价值，但是也体验了一
把生活。

点评：有大学老师说，十一黄金周，商家
促销需要很多临时工帮忙发宣传单、做些杂
事，虽然都不是知识技能型兼职，但是对大
学生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体验。毕竟，
多一种人生经历，对大学生以后适应社会都
有着积极的作用。

网络游戏型
心语：假期和电脑约会也不错

“我们班有几个人没回家，宅在宿舍打
游戏。”小梁说放假之前和两个爱游戏的同
学，就早早的准备了方便面、饮料等干粮，在
宿舍整整打了七天游戏。他说：“出去旅游
人挤人，回家也是玩游戏，并且坐车也是很
挤，与其贡献车费，不如呆在学校。”

小梁说：“回头想想觉得假期把时间花
在玩游戏上，有点浪费时间。但是确实没什
么爱好。”

点评：有大学大师说，这种度假方式的
同学每一届都有。该老师提醒，假期玩游戏
放松可以，但是不要沉迷网络。

迟到、上课开小差、作业马虎

不少学生患上节后综合征

□记者熊大平

假期已过，但是不少学生还沉浸在假
期的节奏中，于是学生出现迟到、上课没
精神、假期作业马虎对付等种种节后综合
征。学校老师纷纷表示，学生要尽快的调
整好，赶紧恢复到上学模式中来，以免耽
误学习。

游玩返校迟到

小吴十一回了趟黄冈老家，返校前去
武汉游玩了一趟，错过时间买黄冈直达咸
宁的票，耽误了上课时间。小吴经武汉返
校已经是7号晚上十点多，班上的晚自习
没赶上。据他的同学介绍，班上有一部分
同学因假期没买到返程票，出现迟到、缺
课的现象。

记者在大专院校了解到，这种现象基
本上每个班都有。有老师分析，有可能是
放假游玩，学生忘记及时买票，导致不能
及时返校上课。

其实不仅大学生，在中小学也出现了
一些学生早起困难，导致迟到的现象。

上课没精神

有老师表示，这几天课堂上，学生开
小差的现象很普遍，课堂效率不高。

鑫鑫上五年级，放假期间手机新下载
了游戏，放假时间没有玩过瘾，课间里掏
出手机玩游戏，被老师发现。班主任说，
带手机上学的同学平时要求关机的，放了
几天假，一些学生还停留在家里的习惯。

不少学校老师称，假期刚结束时，学
生很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贪玩的问
题，由于学生自制力差，这种情况需要几
天时间纠正。

作业马虎对付

高二学生小唐开开心心的玩了七天
长假，直到收假当天下午才开始做作业。
由于作业堆积一起，在不擅长的英语、数
学的作业，他都马虎应付。七号当天晚上
赶忙做完所有作业。第二天老师批改后
发现，小唐的数学作业完全没认真做。“风
马牛不相及的定理，胡乱做个结果。”小唐
的数学老师范老师说。

他说，很多人以为老师就收上作业来
随便看一眼，事实上老师都是认真批改，
然后评讲。他还说，学生应该认真对待假
期家庭作业，假期结束了学生要尽快的收
心认真的投入到学习上。

探亲、旅游、兼职、充电、玩游戏……

大学生十一过节花样多

小学高年级培训“不放假”
学生叫苦 家长喊累
□记者熊大平

十一长假结束。学生们纷纷返校，记者在我市高校采访发
现，大家这个节过得丰富多彩。新生喜欢回家、旅游，老生热衷
充电、兼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