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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在江苏
省兴化市文林幼儿园，
小朋友们进行投壶比
赛。

近日，多地举办传
统民俗活动，迎接中秋
佳节。
新华社发（周社根 摄）

民俗活动
迎 中 秋

近期，孩子们重返校园，有人说开学
季就是“生病季”。有的孩子抵抗力差，
一开学特别容易生病。那么，开学季有
哪些易高发的传染病？如何预防，让孩
子远离传染病？

秋季腹泻

秋季腹泻多由轮状病毒感染引起，
潜伏期2—3天，初期常伴有感冒症状，多
数患儿还会有发热现象，体温在 37.9—
39.5℃，继之出现吐泻症状，每天10次左
右。秋季腹泻一般持续 3—9 天，前 3 天
症状最严重。

预防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防止病从
口入；餐前便后洗手，孩子的餐具、玩具
定期消毒，家长也要注意自身的卫生。

服用疫苗。3 岁以下孩子可每年服
用1次轮状病毒疫苗，3—5岁期间服用1
次即可。

注意：轮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目
前没有特效药，更不能滥用抗生素，若感
染，请做好隔离，及时就医。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
起的传染病，5 岁以下的孩子最易中
招。手足口病常表现为口腔内颊部、舌、
软腭、硬腭、口唇内侧、手足心、肘、膝、
臀部和前阴等部位出现小米粒或绿豆大
小、周围发红的灰白色小疱疹或红色丘
疹。

预防措施：让孩子注意手部卫生，养
成勤洗手的习惯，饭前便后、外出后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定期对孩子使用的
餐具、玩具和其他物品进行消毒；尽量少
带孩子去人群密集、通风不畅的公共场
所，家里、学校要定期开窗通风。

EV71是更容易导致手足口病发展为

重症甚至死亡的病毒型别，接种EV71疫
苗（6月龄到5岁）可以有效预防EV71感
染引起的手足口病。

诺如病毒感染

诺如病毒感染在秋冬季呈高发态
势。诺如病毒具有传染性强、排毒时间
长、全人群普遍易感的特点。其传播途
径多样，吃、喝被诺如病毒污染的食物、
水，接触病例及其呕吐物都可能中招。
中招后最常见的症状是呕吐和腹泻，其
次为恶心、腹痛、头痛、发热等。儿童以
呕吐为主，成人则腹泻居多。

预防措施：饭前便后洗手；食物要彻
底洗干净，煮熟煮透后再食用；不喝生
水；远离呕吐物。

流行性感冒

夏秋之交，昼夜温差较大，容易发生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流感具有传
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征，主要经由空
气、飞沫进行传播，学校、托幼机构等人
群聚集的场所，容易暴发流感疫情。流
感的症状主要为发热、咳嗽、咽喉疼、头
痛、畏寒等，部分患儿还会出现呕吐、腹
痛、腹泻等症状。

预防措施：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
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
遮住口鼻；勤洗手、勤通风。

避免与患者直接接触。尽量避免去
人群聚集场所。在环境密闭、通风不良
等场所与他人近距离接触时，应正确佩
戴口罩。

出现流感样症状（体温≥38℃，有咳
嗽或咽喉疼痛）后，应避免带病上学；接
触家庭成员及外出时，佩戴口罩。

据《中国妇女报》

开学季，让孩子远离传染病

同事和我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前
几天，两个小朋友和娃玩，没想到这俩孩
子说悄悄话“使坏”，孤立她家孩子。于
是，同事对娃说：“那就别跟他们玩了！”
但是，娃每次都“不计前嫌”，特别喜欢跟
这些“坏”朋友玩，到底该咋办呢？

其实，笔者的女儿小 D 在幼儿园时
也曾是个小跟班。那个她很喜欢的女
孩，兴奋时就吐口水、打人、踢人……我
第一次看到后也怕小 D 跟着学，但我没
直接干预，担心那样做她很难学会交
友。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增强“正面”
影响，“坏的”自然就被压制了。

正面了解

花时间了解孩子的这位朋友，多听
听孩子喜欢小伙伴的理由。比如，小 D

觉得“她很好玩，其他孩子只会玩搭积
木、橡皮泥，她总能想出很多新点子”。
这让我懂得了“看到”孩子，要尝试先理
解，而不是干预。同时，带女儿体验其他

“好玩”的活动。这个过程，我把女儿拉
到身边，她会发现，妈妈想了解她的喜
好，就会和妈妈说得更多，亲子关系亲近
了，孩子更能听得进家长的话。

侧面教育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可以把一些不
好的行为指出来，和孩子聊，要注意聊事
不聊人。这样，就把对这个人的“喜欢”
和对这件事的“不认同”剥离开了，引导
孩子更理智地分析问题。

好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浸润的。
女儿3岁后我们就开始玩一个叫“好的选

择还是坏的选择”的游戏。
“睡觉前吃糖是好的选择还是坏的

选择？”
“生气了打妈妈是好的选择还是坏

的选择？”
……
这个游戏的好处是让孩子建立一个

意识，即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选择可
以不同，但心中要有好坏之分。我们可
以爱朋友，但是朋友的某些行为是可以
修正得更好的。

制止行为

如果孩子已经模仿了小伙伴的不好
行为怎么办？我的原则是，区分“人”和

“事”，就事论事，而不归咎于“结交朋
友”。我让孩子明白，我们有自己的行为

底线，有些事情违反了我们的处事底线。
来看个实际案例——
几个孩子一起玩，小 D 的朋友打人

了，小D也尝试了一下。我当时说，在我
们家打人是不被允许的，并重申家庭规
则，告知后果：“如果你仍然打人，那么我
们必须提前回家，打人是不被允许的。”
让孩子离开当时的环境和朋友，只针对
自己孩子来处理问题。

孩子未来会遇到一些影响他们的不
好的因素，如果家长一味地外归因，孩子
就容易怨天尤人。而从第一次起，我们
选择内归因，遇到问题时孩子就容易学
会首先考虑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而不
是别人有没有这么做。这才是真正的

“社交免疫力”。
据《中国妇女报》

培养儿童的“社交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