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刘辉  2024年10月28日 星期一13

孩子为什么总爱哭闹

  孩子哭闹，一般代表了他们的什么情绪？
为什么会哭闹呢？李玉解释，据科学研究表
明，0岁至6岁是情绪脑发育的关键期。在儿童
早期，大脑发育非常迅速，7岁时大脑重量基
本接近成人水平。大脑分为大脑皮层、边缘系
统、脑干等部分，当孩子遇到挫折或需求得不
到满足时，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会激活，引发
情绪反应。也有科学家发现，情绪是人脑的高
级功能，儿童大脑发育不成熟，从而导致情绪
调节能力较弱。
　　李玉说，不是所有的哭泣都是不好的行
为。比如：哭泣在幼儿早期是一种体育锻炼形
式，一种身体功能的使用和练习，这种哭泣会
让孩子十分满足，甚至非常快乐。再一种就是
痛苦的哭泣，这种自然方式可以让家长知道孩
子遇到了麻烦，需要大人的帮助。
　　遇到幼儿发脾气时，家长要保持冷静，千
万不要碎碎念，也不能对孩子的哭闹行为置若
罔闻。通过有效途径来控制幼儿的情绪，才能
收获更加健康的亲子关系。

了解幼儿脑发育的科学规律

  李玉说，孩子的大脑发育是不均衡的，他
的情绪脑要比理智脑发育快得多。当成年人在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会用自己的理智来调节
情绪，也会通过理智来抑制自己的一些冲动行
为。但孩子却不一样，幼儿的情绪脑发育一般
都比较快，从小就有喜怒哀乐，各种情绪都
有，但理智脑却要等到20岁以后才能完全成
熟。所以，当孩子情绪上来时，他的理智脑管
不住情绪，无法跟自己的情绪脑讲道理，也就
没法抑制自己一阵阵的冲动，容易发脾气。
　　所以，当幼儿在发脾气时，家长先不要生
气，因为那不是他们“不懂事”的行为，而是
幼儿的大脑还没发育到可以用理智来控制情绪
的阶段，这时候如果去怪他们“不讲道理”，
就好似在跟幼儿说“为什么不能一出生就会自
己穿衣、吃饭、走路一样”。

帮帮助助小小朋朋友友管管理理““大大情情绪绪””

如何妥善处理幼儿的情绪发作

  国内著名幼儿教育专家孙瑞雪在《完整的
成长》中也曾表明其观点，“家长要准许孩子
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尤其允许孩子哭，不评判
好坏。”允许，就意味着给孩子空间与时间，
让他们可以自然的过渡，允许孩子哭，意味着
让孩子把情绪流淌出去，这是生命最早期情绪
流动的自然礼物。
　　李玉表示，可以通过几个步骤来调节幼儿
的情绪。首先，家长可以帮助孩子给情绪命
名。命名就如同告诉幼儿“这是眼睛”“这是
鼻子”“这是嘴巴”“这是书”，帮助幼儿说
出他内心正在发生的情绪，“生气啦”“感到
愤怒”“感到委屈”“今天很高兴”等，这就
是情景配对、情绪命名。时间久了以后，孩子
就学会了用语言来表达情绪，而不是通过哭
泣，引起家长的注意。
　　其次，要允许幼儿有情绪。通常幼儿会借
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大情绪的释放，成年
人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也会有情绪的释放。所
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要允许他们释放。
比如，家长面对闹情绪的幼儿，只要不破坏物
品、不涉及孩子的安全，就可以安静地在一旁
看着孩子宣泄情绪，只陪伴不干预，等孩子情
绪宣泄后再去抱抱，让其感觉到有家长的关爱
和守护。然后，再为幼儿提供一个安全的环
境，如让其拍打枕头、画画、拍球等，让情绪
得到进一步平缓。
　　最后，家长要学会表达爱，适当共情，让
孩子有安全感，从而转移情绪。家长可以站在
孩子的角度，用开放式问题询问孩子的感受，
比如“你看起来很生气，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吗？”和孩子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并引导孩子
大方地用语言表达出来，比如“小朋友们都不
和你玩，你感觉到孤单和不开心，是吗？”引
导孩子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也可以和
孩子玩一下扮演游戏，或做他们喜欢的事
情等。
　　用爱陪伴孩子，渐渐地就可以理解他们的
情绪。帮助幼儿认识和了解“情绪”，从而帮
助他们学会纾解、缓冲和调整自己的情绪，成
为能够情绪自控的优秀宝宝。

爸爸这样带娃

让妈妈很抓狂

　　家长问：我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三年级了。
我看很多教育专家都说，爸爸带孩子比妈妈效
率高多了，特别是男孩子，更需要爸爸的陪
伴。可是，我看爸爸带孩子大部分时间都特别
无聊，爸爸基本也是手机不离手，有时甚至还
带着儿子一起打游戏。每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就很抓狂。我到底该不该放手让爸爸这样
带娃？

 　答：非常能够理解当你看到爸爸在带孩子
的时候手机不离手，甚至还带着儿子一起打游
戏时抓狂的心情和感受。你担心爸爸会带坏孩
子，同时你也希望爸爸能够成为你的盟友，一
起肩并肩朝同一个方向教育引导孩子。所以，
当下最重要的是要一起探讨该怎样做，才能让
爸爸更好地成为你的育儿盟友，可以一起尝试
以下的做法：
　　1. 调整情绪，改变认知。要想达到更好
的沟通效果，妈妈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在
心平气和的状态下再跟爸爸进行沟通。这样可
以避免由于表达不当，而导致沟通不畅的情况
出现。那么，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呢？首先可
以做几个深呼吸，平复一下自己的抓狂情绪，
让自己静下来，暂时搁置对孩子父亲的埋怨。
其次转变观念看待爸爸的行为：可能孩子爸爸
也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陪伴孩子的方法和途径
才这样。肯定爸爸的付出，虽然爸爸的育儿方
式不一定非常理想，但是爸爸也付出了时间去
陪伴孩子，也是爱孩子的。和孩子一起玩感兴
趣的游戏也是一种减少代沟、增进情感的沟通
方式。只是在游戏时间的设置，以及如何引导
孩子适度玩游戏方面，大家可以进一步沟通，
达成共识。
　　2. 及时沟通，赋能父亲。妈妈可以寻找
机会，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在双方比较平静
的时候，坐下来好好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从
人性的角度共情孩子父亲的心态，理解孩子父
亲沉迷手机可能是因为在工作之余想更好地放
松一下自己，手机游戏能带来短暂的快感和成
就感。充满爱意地聆听孩子父亲的抱怨和困
扰，避免挑剔和心急。同时，也了解一下爸爸
带孩子玩游戏背后的观念和想法。在充分同理
爸爸想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担忧，比如
说，担心孩子会游戏上瘾、无心向学、影响到
视力、影响到学习习惯等，唤起爸爸同样的情
绪感受。同时，强调爸爸的陪伴对孩子成长，
尤其是男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让爸爸明白自己
在孩子成长中的关键角色，以更好地促进孩子
教育的同向同行。
　　3. 积极鼓励，共商带娃对策。与孩子父
亲一起讨论如何合理安排陪娃的时间和陪娃的
方法，拓展父亲与孩子间交流互动的途径，挖
掘父亲的擅长与孩子的兴趣的交汇点，如父亲
喜欢篮球，孩子也对篮球感兴趣，就可以让父
亲带着孩子一起打篮球，保证父亲与孩子有足
够的相处时间，确保孩子父亲在陪娃上感到胜
任和开心。同时，与爸爸一起制定陪伴孩子的
规则，如共同制定一个时间表，平衡好玩手
机、打游戏和陪娃，规定陪伴孩子的时候不玩
手机，甚至探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陪伴孩子时
手机放置的地方，明确违反规定的后果及一些
小的惩罚措施。鼓励亲子坦诚说出可能遇到的
困难，并一起想办法解决。当孩子爸爸在陪伴
孩子方面有进步时候，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增强爸爸陪伴孩子的积极性和成就感，促进爸
爸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
　　总之，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您和孩子爸
爸共同努力。          本报综合

 
孩子动不动就莫名其

妙地闹脾气，这让不少幼儿家
长备感头疼。孩子方才还沉浸在无

忧无虑的欢笑之中，转瞬之间，或是泪
水涟涟，或是怒气冲冲。面对突如其来的
情绪风暴，让家长感到手足无措。那么，采
取怎样的策略，才能有效引导孩子学会辨识、
调节并恰当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呢？
　　近日，记者采访了荣获“山东省家庭教育
优秀志愿者”“潍坊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
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潍坊工程职业
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玉，听她
聊一聊如何帮助学龄前儿童管理

情绪。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