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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世界上最爱我的爸爸妈妈，我觉
得好幸福呀！”周末临睡前，女儿在我耳边
悄悄说了这句话，扭头带着微笑甜甜睡去。

从上小学开始，女儿就经常性地表达
她对生活对家人的情感，或在茶余饭后，

或在睡前晨起，听着这些或炽热或淡然
的表达，我的内心犹如山间的溪流涌动
——和这个小生命互动的每一瞬间，都
那么美好。

10 年养娃，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学
会和孩子沟通交流，这是一门大学问。

好好说话。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是
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虽然只有短短10
分钟的时间，但是孩子一天的好心情由此
奠定。

刚上学时，孩子的时间观念不强，经
常会出现磨蹭或者拖拉的现象，因为赶着
上班，我心情特别急躁，经常会冲她吼一
顿，快点走，穿鞋呀，等等，带着起床气的
孩子噘着嘴，饭也吃不好，进校门之前一
直都诚惶诚恐。后来有一次，孩子突然说
了一句，妈妈，你为什么不能像平常一样
好好说话？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是啊，为
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从此，我就改变策
略。早上孩子醒来，先给她一个大大的拥
抱，接着比拼看谁又快又好地完成刷牙、
洗脸、抹油的起床程序，出门时让她先走
一段，我在后边紧追，孩子乐此不疲。“宝
宝，你今天出门又提前了。”我用鼓励取代
了训斥，效果出奇地好。在自行车上的短
短一段时间，孩子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昨天一天在学校的经历，恨不得都讲给你
听。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我
很少打断她，有时候还插嘴问她一些细
节，我发现，只要跟孩子好好说话，并耐心
倾听孩子的表达，不要急着去打断，积极
回应，就会增加孩子表达的欲望和自信。

同频共振。“你觉得猪八戒是什么样的
性格？”爸爸问。“他虽然好吃懒做，但是性
格不急躁，这一点还挺难得的。”女儿回答。

从四年级开始，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项
任务，就是全班同学都要阅读古诗和四大
名著。为了做好辅导的准备，她爸爸也开

始跟她一起阅读，并按照老师的要求一起
做读书笔记，不到一个月，两个人的笔记本
都用去了大半，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能听到
两人在客厅里讨论《西游记》或者《三国演
义》的情节。有一天，孩子忽然对我说：“妈
妈，我发现爸爸就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
亮，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妈妈就像《西游
记》里的孙悟空，虽然很聪明，但性格急
躁。”嗨，竟然拿小说里的人物来做比较啦，
我赶紧问，你还知道谁，她说了一大串人
名，什么司马懿、周瑜、托塔李天王，每个人
物性格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最后还问了我
一句，你知道刘备是哪人吗？我一下子语
塞。“妈妈，你赶紧读书吧，要不，我都跟你
没有共同语言啦，爸爸我俩聊得可嗨啦。”
好呀，为了跟上“家庭聊天群”，我也开启了
读书模式。

平等交流。每到周末，父母都会定时
打来视频电话聊聊家长里短。孩子很不
解：“妈妈，为什么你跟姥姥姥爷说话就像
个孩子？”我一下子乐了，没想到孩子观察
得这么仔细，大人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在
眼里，我给她解释：“虽然我是成年人了，
但是在自己的爸爸妈妈面前永远是孩子，
我们示弱一下，他们会有被需要的感觉。”
孩子点点头。后来有一次，我和她爸爸闹
了点小矛盾，谁也不理谁，晚上睡觉的时
候，她偷偷跟我说：“妈妈，你虽然是成年
人了，但你要学会示弱呀。”我愣了一下，
随后给她一个拥抱：“谢谢宝贝的提醒，我
试一下。”后来矛盾解除，俩人和好如初有
说有笑，她躲在角落里狡黠地给了我一个
得意的小眼神。

这之后，她好像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对
父母的重要，我们给予她爱，她也不断地
向我们释放关心和爱的信号。

好好说话，平等交流，让孩子感受到
爱，未来的生活中他们才更从容淡定。

学
会
爱
和
被
爱

学
会
爱
和
被
爱
，，生
活
更
从
容

生
活
更
从
容

本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解
艳
华

生活中父母不好好说话，与孩子难
沟通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到了

“剑拔弩张”的地步。长此以往，必定
会导致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疏远，孩子进
而失去管教，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非
常不利。每一个为孩子着想的新时代父
母，必须重新审视亲子关系，努力与
孩子好好说话，试着成为“孩子”。

孩子是“未开化”的小大人，他们
的脑海里有无穷无尽的新奇的想法，而
且他们的这些想法一定会先与父母分
享，希望得到支持或赞赏。这些想法往
往是瑰丽而天马行空的，可能是与学习
毫无关系的，也可能在父母眼中是“不
切实际”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
这时候绝对不能用大人的眼光看待问
题，不能用大人的评判标准“一概抹
杀”，而是尽可能地贴近他们的内心，
试着成为一个“孩子”，去理解他们，
用他们的想法思考问题，去分析他们这
些想法产生的原因。如果确实是不好
的，甚至是难以实现的，可以与孩子讲

明；如果是灵光闪现的“奇思妙想”，
可以对孩子加以赞赏，跟着孩子一起去
实践，给予孩子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
样才能够做到寓教于乐和有效沟通。要
知道，多少科学家的伟大发明，都来源
于童年的奇思妙想。好好沟通的前提是
用心和用情，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同
样需要经营。

想要与孩子好好说话，不能把孩子
当作坏脾气的“垃圾篓”。孩子毕竟是孩
子，因此他们的言语行为比较稚嫩和拙
劣，甚至难免会犯错误。当孩子犯错
时，最愚蠢的做法便是不分青红皂白地
严厉斥责和棍棒相加。千万不要说什么

“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就是“刀子”，一
旦留下了划痕，即使修复了，也不能完
好如初。长此以往，孩子便愈加畏惧父
母，更不敢轻易与父母沟通，他们的内
心就会变成一堵厚厚的墙，自己走不出
来，父母也走不进去。当孩子犯错了，
父母第一时间不是去想着如何纠正错
误，而是应该去回忆自己的小时候，当

想到自己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自己也是
从孩子过来的，那么对孩子道德品质考
量的标准便会低很多，便不会将孩子当
作坏脾气的“垃圾篓”。每一个孩子都是
一个世界，这世界里花团锦簇，阳光明
媚，春和景明。

与孩子沟通时，就不能把孩子看成
是孩子，要把他们看成是大人，要改变
我们固有的对孩子身份的认知态度，用
对大人的口吻和语气与之沟通。孩子和
大人一样，也渴望尊重。试想一下，我
们在工作中是不是对别人客客气气礼貌
有加？可为什么有时候会将坏脾气朝向
我们的亲人？亲人们为什么要无条件地
包容我们的坏毛病？根源就在于，认知
态度出了问题，长期“高高在上”，痴
迷“封建家长制”式的家庭关系，把孩
子仅仅看作是大人的附庸，这非常不利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孩子更需要理解，
更需要善待，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和孩子
好好说话，放低姿态，试着走入他们的
世界。因为你的样子，就是未来他对待

自己孩子的样子。试着成为一个“孩
子”，融入他们的世界，我们便会发
现，孩子远比你想象得还要懂事和
优秀。

心理学家李雪说：“爱与不爱的区
别很简单，爱你的人关心的是你的感
受，愿意与你一起把事情解决好；不爱
你的人，遇到事情第一时间‘讲道理’
分对错，目的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
我们都说爱情是双向奔赴，其实亲情
也是一样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彼此的
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孩子会得到
成长，同样也是父母的自我修行。如
果父母真正视孩子为己所爱，就要学
会与孩子沟通的方式。通过合适的方
式去表达自己的爱，千万不要抱着

“我是为你好”的心态与孩子相处，
那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
去试着成为一个“孩子”，找寻到那
种最初的纯真的感觉，才能更好地与
孩子沟通。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中古友谊小学）

成为成为““孩子孩子””，，才能更好与孩子沟通才能更好与孩子沟通
李昕恩

有一天，一个学生上课时间在楼
道闲逛，我问为什么没去上课。他说：

“我就是个废物！”我问他为什么这样
说。他说：“我妈说我是废物，我就做
一个废物给她看！”后来我与他妈妈沟
通，妈妈说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妈妈
的“随口一说”，让孩子自暴自弃！

在国际知名的心理治疗师苏珊·
福沃德博士著作《中毒的父母》中有这
样一句话：“小孩是不会区分事实和笑
话的，他们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
的话，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随口”“随性”
“随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解气
就说什么，我们的“嘴”里，藏着孩子的
未来！我们的嘴，决定孩子的路！让我
们来学习花式赞美，让孩子在我们的赞
美和鼓励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吧！

三重赞美法

惊叹：用语言表情或者手势表达
你对孩子的欣赏。

“哇，太棒了，真了不起，真难以置信！”
“太厉害了，我都不敢相信！”
承认难度：让孩子知道，你理解他做

到并不容易，可以对他说这样一类的话：
“这个很不容易呢，我想我是做不

到的。”
“有些人觉得这个很容易，可我知道

不是这样，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呢？”
请求解释：让你的声音里透着真

诚和好奇，让孩子解释一下他是怎么
做到的，比如你可以这么问：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学会去发现孩子做得很棒的事

情，不用惊天动地，一个小小的进步就
足够。试着在各种情境下应用三重赞
美，你就会亲眼看到这种赞美的方法
对于让孩子产生自豪感和掌控感多么
有效。

感谢法

“宝贝，非常感谢你今天早上起床
很及时，这样我们就能按时到校了。”

虽然是很朴实的一句话，但是不
说出来对方常常是感受不到的。

闲话式夸奖

相比直接面对面的夸奖，这类方

法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它并不
是直接对当事人进行赞美，而是去告诉
别人，或者说起当事人做的好事情。

比如妈妈对爸爸说：“咱们儿子今天
到家没有去看手机，而是先写作业，一直
在学习呢！”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在不远
处听到你的夸奖，心里想：这算什么啊！

非语言赞美

有的孩子喜欢竖大拇指，有的喜欢
攥拳头，青春期的孩子喜欢撞肩膀，行军
礼，或用微信发送表情等等。其实朋友
圈也是非常好地让家人得到赞许的机
会。很多人的点赞或者评论，就属于非
语言或闲话式赞美。

通过提问来赞美

“你这幅画这么棒，里面有什么故事
呢？”好像这是一种提问，但给孩子传达
的信息是：他的行为受到你的关注，并且
得到你的赞美。

称赞对方的努力

当孩子取得进步的时候，父母可以说：
“妈妈发现你最近滑雪进步非常大，天这么
冷，你摔了那么多跟头，你从来都不叫苦，
不叫疼，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妈妈很感动也
很欣赏。”虽然我们没有说他有多好，但我
们却肯定了他为了这个成果所付出的努
力，孩子也会为自己的努力得到安慰从而
产生更强的内驱力。

玩笑式赞美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太直白
的赞美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而不愿意
接受。运用玩笑式赞美可极大程度地缓
解他们的“害羞”状态。比如小朋友给你
看他写的字，你可以说“哇，这怎么可能
是小朋友写的字啊？这字写得太好看
了！”

好像听起来是在质疑他，其实这种
开玩笑的方法，孩子会说：“就是我写的
呀！”然后可以再结合提问或者称赞努力
的方式，去表达对他的欣赏。

赞美很容易理解，却很难做到，也是
需要练习的。从今天开始，对家里的每
人、每天，进行至少一次赞美吧！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
观育新学校）

父母的嘴父母的嘴，，影响孩子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心态
杜福秋

一个高中生回家兴冲冲地说：
妈，我今天的课前演讲很成功，被表
扬了。猜我怎么着？我加了一个小视
频，所以就特别有效果。

妈妈一边摆筷子，一边说：我早
就说了，不能只是干巴巴地讲，要配
点音乐，加点视频、动漫之类的，很
增色，你看听我的没错吧！

孩子瞬间没了兴致，心想：原来
我的努力成果都是妈妈的功劳，跟自
己没啥关系啊。

“我早就说了”，不是训
话，胜似训话

发现没有，“我早就说了”这句
话，貌似随口一说，实则具有很强的
杀伤力，透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
如果孩子错了，那“我早就说了”，
就把责任都推给了孩子，该说的我早
就说了，是你不听，所以才酿成大
祸，都是你不对。如果是孩子做好
了，那“我早就说了”，就把功劳都
揽了回来，你之所以成功，都是因为
听了我的，是我有言在先，是我指挥
得法，是我高瞻远瞩的结果。

不论是跟孩子，还是跟大人，说
话时这种“我早就说了”的语气，很
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要知道，知易
行难，不论是轻描淡写的告知，还是

语重心长的叮咛，从你说了，到孩子
听见了，悟到了并做到了，还做成
了，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其实相当不
容易。

而且孩子正处于成长期，探索欲
很强，你的话可能进入了他的潜意
识，但他并未觉察。当他照着你说的
做了并且成功了之后，他会只当是自
己的发现和发明，真是满心欢喜，所
以你点出来这是你“早就说了”的道
理，他就会很受打击。

记得我学车时，科目二的倒库怎
么都完不成。有一次终于做到位了，
我兴奋地跳下车，激动地跟伙伴分享
心得“你看着那个杆子倒车，就能到
位了”。旁边的教练说，我早就跟你
们说，要看着那个杆子倒车。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有多扫
兴，同时还觉得自己好笨啊，人家早
就提醒的好办法，我却没用上，还以
为是自己发现的，还急着跟别人分
享，我真傻。同时我当时心里想的
是，你根本就没说清楚，我从来也没
明白你是在说啥呢。这种自责与埋怨
交融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

看破不说破，是为人父母的
修行

那您可能会问，我们确实是早就

跟他说了呀，该提醒的我们也早就提
醒了呀，难道他不听我们的出了问
题，我还不能说他了？难道他听了我
们的才做好，我也不能稍微表达点自
我成就感吗？

相信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肯定是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恨不得把平生
的经验教训都移植到孩子的记忆里，
好让他少走弯路，直奔主题。家长该
提醒的提醒，并没错。只不过，当孩
子做错了或者成功了，我们就戒掉那
句“我早就说了”吧。

那我们该怎么说呢？
当孩子不听话，正处于困难痛苦

的 时 候 ， 你 跟 他 掰 扯 “ 我 早 就 说
了”，无异于伤口上撒盐，这样急着
批评孩子不听话，有急着推卸责任的
嫌疑。所以此时最需要的是过问孩子
的状况，先帮着想办法。

当孩子成功后，也不要急着表
功，而是真心替孩子高兴，让孩子描
述一下细节，老师是怎么表扬的，同
学们听你演讲时都是什么表情，是不
是连眼睛都亮了，他们是怎么鼓掌的
等等，让孩子在描述中充分品尝成功
的喜悦，进而获得更大的自信。这时
候就不要提自己“早就说过了”这个
话茬了，让孩子充分享受成就感。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教学
研究室）

““我早就说了我早就说了””，，一句话搅黄亲子关系一句话搅黄亲子关系
刘春建

著名的“传奇教师”雷夫老师的著
作 《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中有这样一
段话：不管是教导学生还是子女，一定
要时时从孩子的角度看事情，不要把害
怕当作教育的捷径。这句话道出了亲子
之间沟通对话的最高原则——平等。

如果让家长描述一下与孩子沟通不
够顺畅的情况，我们听到的大多是“任
你说什么他 （孩子） 都不听！”“年龄大
了胆儿也肥了，总是顶嘴！”……我们
总是要求孩子要听话、要礼貌、要尊重
我们，但是我们好像很少意识到，我们
对孩子有礼貌吗？足够尊重吗？恐怕我
们做得实在是不够好。

与孩子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可以
解决我们在亲子沟通过程中遇到的诸多
摩擦。平等的亲子氛围，还有利于孩子
健康人格的形成，有助于孩子自我表达
能力的完善。

首先，每个家长都需要反思自己面
对孩子时的平等意识。在我们内心最深
处，总感觉“我养你长大，你听命于我”是
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家
长，肯定都不愿收获一个事事只能听命
于人的孩子。给孩子留出表达意见的空
间，允许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是
家长与孩子平等沟通的基本态度。

我们都经历过孩子小时候在超市为
了要某样东西而撒泼打滚的情境，我也
不例外。我能够中止孩子这种行为是因
为有一天，在孩子打滚的过程中，我忽
然意识到，也许我应该尊重他表达不满
的权利。于是我，蹲下来跟他说：我知
道你很生气，你可以在这哭一会儿，我
等着你，等你感觉好一点之后咱们再
走。很快孩子的哭声减弱，我们顺利地
购物。从那之后，在我跟孩子发生冲突
的时候后回家，我总是尽力秉持一个态

度，那就是我一定会充分地尊重你表达
不同意见的权利。当孩子明白自己可以
被平等地对待，就不再会用激烈的语气
和态度来表达不满了。

其次，家长要学习从孩子的角度看
问题的能力。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很
难抑制自己“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
多”的优越感。有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意
识到自己对孩子的轻视和不屑，就任由
自己习惯性地对孩子造成伤害。

外甥正在上小学，数学学到三位数
乘两位数的乘法，用竖式计算总是出
错。我心想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可能
学不会呢？于是找了一道题给他演示一
遍，他说：“对呀，我就是这么做的！”
于是我放心地让他做作业去了，做完之
后一检查，又有好几道做错了。我想了
一下，指着其中一道错题跟他说：“这道
题，你算出来的结果跟我不一样，你能

跟我讲一下你是怎么算的吗？”外甥就在
草稿纸上给我演示了一遍，一边演示一
边说自己的思路。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
他理解错误的点，并就这个点进行了更
正，然后让他把几道错题都重新做一
遍，一下子就都做对了。

这件事让我想到，面对孩子的失
误，需要我们做的，绝不仅仅是站在成
年人的视角去指导他，而是首先要蹲下
来，站在跟孩子同样的视角去理解他。

当然，平等地与孩子沟通是需要练
习的。家长首先要意识到，成长本身就
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所以我们以及我们
的孩子都不可能时刻完美。只有我们真
的放下那颗追求完美的心，才能从一个
更加真实的、完整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
孩子，真正的平等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河
口乡小学总校）

平等让亲子沟通更顺畅平等让亲子沟通更顺畅
赵静

古人言：好马好在腿，好人好在嘴。
生活中，父母对孩子也要多点“甜言蜜语”的

沟通意识。
“ 他 应 该 听 我 的 ”“ 他 还 小 ”“ 我 也 是 为 他

好”……
痴迷封建家长式的“命令”“安排”，必然让亲

子之间的对话成为孩子们抗拒的说教，家长也自
然成了孩子们排斥的“敌人”。

如何好好说话，建立和谐亲子关系，家长需要
放低姿态，尝试“成为孩子”，与孩子“同频共振”。

——编者

▶孩子同成人一样，需要理解、渴望
善待。

▶每一个为孩子着想的新时代父母，
必须重新审视亲子关系，练习与孩子好好
说话。

▶面对孩子的失误，需要我们做的，首
先是要蹲下来，站在跟孩子同样的视角去
接纳去理解而不是简单武断地指责。

亲子沟通，父母有话好好说

44月月88日日，，孩子们在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公园孩子们在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公园““樱画书艺樱画书艺””活动上创作活动上创作。。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翔王翔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