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曾艳  2024年11月18日 星期一13

  家长困惑的根源在于过于关注孩子表面行为

  育儿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过程
中，家长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各种困惑与挑战。尽管有
些家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但孩子似乎并不领
情，反而变得越来越叛逆。
　　孙晓晨解释，这种困惑与挑战的根源在于，家长
往往过于关注孩子的表面行为，而忽视了孩子内心真
实的需求。家长习惯以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孩子的行
为，未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

受。这种单向的、缺乏理解的沟通方式，导致彼此之
间的隔阂逐渐加深，育儿效果自然也就不尽如人意。
　　家庭教育的核心挑战还在于理解并解决家长“出
于善意却带来不良后果”的教育方式。孙晓晨说，如
何找到平衡点，让教育行为既充满爱意又不失正确
性，是家庭教育需要面对的问题。调整家长们的教育
策略，理解孩子的需求，更是实现有效亲子沟通与交
流的重要方式。

学学会会沟沟通通  走走进进孩孩子子的的内内心心世世界界并并不不难难

  问：我家存在隔代教育的矛盾，目前采用
家庭会议方式强调彼此权限范围，老人负责小
朋友生活，我们当父母的负责小朋友教育，但
还是不能有效解决理念冲突。家有老人，该如
何更好地处理教育理念的偏差？

　　答：隔代教育出现理念冲突很常见。首
先，要尊重老人，肯定他们的经验和对孩子的
爱，在家庭会议之外，找时间和老人单独耐心
沟通，分享各自的想法和理由。其次，一家人
可以共同学习新的教育知识，权威讲座、名师
文章等都能给予一些启发，引导老人理解新的
育儿方式。当新方法让孩子有了好的改变，也
可以多分享，让老人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教育成
果，通过孩子的积极反馈来说服老人。另外，
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适当让步，家和万事兴。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大约会遇到两次“反抗期”

  孙晓晨说，想要更好地理解孩子，就需要了解孩
子的成长阶段和心理需求。目前来看，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可能会遇到两次“反抗期”。
　　第一次“反抗期”通常出现在2岁至5岁。这个阶
段，孩子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他们渴望独立，希望自
己作决定，不再完全依赖父母。然而，由于他们的能
力有限，往往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时就会产
生挫败感和焦虑情绪。如果家长不能正确理解孩子的
这种心理需求，而是过分限制和干涉孩子的行为，就

会引发其反抗和叛逆。
　　第二次“反抗期”则出现在12岁至15岁。这个阶
段的孩子已经进入了青春发育期，他们的身体和心理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孩子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欲望，但是缺
乏社会经验，不能正确判断和处理一些问题，这时就
会产生困惑和矛盾。如果家长不能给予孩子足够的理
解和支持，反而指责和批评孩子的行为，就会加剧孩
子的叛逆情绪，甚至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在孩子成长中，家长应如何保持沟通和理解

  面对孩子的叛逆和挑战，家长如何应对呢？孙晓
晨说，家长要学会理解孩子，理解是沟通的前提；家
长想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就要先理解他们内心的
想法和感受。当孩子表现出叛逆行为时，家长不要急
于批评和指责，而是要静下心来倾听孩子的声音，了
解其需求和困惑，找到问题的根源，再有针对性地去
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有效的沟通同样很关键。在沟通中不仅能增进亲
子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家长还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孩
子的问题。孙晓晨提醒家长，在沟通的过程中，一定
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想法，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感受，并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在遇到问题时，

首先让孩子感受到的是来自家庭的温暖和关爱，这
样，孩子就会愿意跟家长倾诉自己的问题，从而更好
地解决问题。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因此，家长在
沟通时要因人而异。孙晓晨说，除了面对面的交流
外，家长还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多元化的沟通方式，如
写信、发短信、发微信等，这些方式不仅可以让孩子
感受到家长的关心和爱意，还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表
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同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家长也要鼓励孩子尝试新事物，挑战自己的极限。同
时，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帮助，容忍孩子适当“犯
错”，这样才可以让孩子在不断尝试中成长和进步。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榜样。要想让
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家长自己就要以身作
则。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举
止，才能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
生观。
　　孙晓晨提醒，在育儿过程中，家长不仅是一
个引导者，更是一个学习者，也是一个参与者。
不仅要学会如何教育孩子，还要学会如何与孩子
一起共同成长。家长的成长是孩子成长的前提。只
有家长不断进步和成长，才能更好地引导孩子走向
正确的道路。
  因此，家长要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更新自
己的育儿知识和方法，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和情绪状态，这样才能让孩子在
健康、快乐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做学习型家长，多要以身作则

  在育儿这条漫长而充满挑战的道路上，每一位父母
都在不断地摸索与学习。然而，面对孩子的成长与教
育，有些家长感觉力不从心。比如，当孩子做错了事，
家长批评得过轻，没有达到纠正孩子行为的效果；若批
评得过重，激烈的言行有可能会伤害孩子，导致逆反心
理出现……带着家长的这些困惑，近日，记者采访了国
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潍坊天立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老师孙晓晨，请她和大家共同探讨如何科学
育儿，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问：我家孩子是出了名的“捣蛋鬼”。老
师和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他照样在
课堂上肆无忌惮地大声说话，三天两头和同学
打架。难道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答：孩子调皮捣蛋有时是为了获得关注，
在课堂上说话、课间和同学打架，说明孩子对
于规则的意识还没有养成。作为家长，需要足
够耐心地因势利导，在平时的生活中也加强规
则意识的渗透，及时纠正孩子不良行为习惯，
发挥家长自身榜样力量。跟孩子一起安排日常
事务，尽可能多地让孩子参与，多倾听孩子的
意见，帮助孩子找到归属感。

  问：我家女儿7岁了，老师说她在学校做
事较慢，吃饭时也容易发呆，睡觉前要说一个
多小时的话才肯闭眼，很多事情都要催，催轻
了听不到，催急了就哭闹。请问有什么办法可
以改进？

　　答：孩子的性格不一样，可能您家孩子性
子会慢一些，我们不要一味想着改变，性格没
有好坏，身心健康比较重要。您可以先观察孩
子在哪些事情上会变得特别积极，以这些事作
为奖励，激励孩子做事不拖拉。然后，引导孩
子每日做计划，天天坚持完成计划内容，家长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陪伴完成。如果完成了计
划，记得多表扬孩子，让孩子加深“自律能让
时间更充裕”这个意识。
  7岁的孩子还小，相信在家长的陪伴下，
孩子会慢慢养成自律的习惯。  本报综合

  问：我之前上班太忙没有时间陪孩子，稍
微有点时间就想自己休息。大宝9岁，现在有
了二宝，我就辞职专心带娃，一方面没有工
作，感觉和社会有点脱节；另一方面，养育两
个娃有点焦虑。到底怎样的陪伴算是好的
陪伴？

　　答：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焦虑
很难避免。育儿之路虽充满挑战，却也满载温
馨与幸福。世界上没有完美妈妈，用心陪伴就
很好了，减少焦虑，希望你能从中发现更多的
幸福。面对孩子学习和生活的种种挑战，家长
的情绪管理能力尤为重要。保持耐心、稳定情
绪，积极面对困难，用爱和理解回应孩子的需
求，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对待大宝和小宝，家长要合理规划好时
间。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父母独一无二的爱，
可以通过轮流陪伴的方式，关注着大宝学习的
情况，参与着小宝成长的点滴，确保孩子们都
能享受到专属的亲子时光。

世界上没有完美妈妈

用心陪伴就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