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问孩子：“最烦家长哪些行为？”多数孩子会回
答：“唠叨。”有资料显示，在一项儿童心理问卷调查中得出
结论：九成以上的孩子认为母亲“太唠叨”。唠叨成了家长的
通病。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们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逐渐产
生自己的看法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作为家长，跟子女成
长的时代不同，接触的事物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家长往
往不能正视这一点，以老观点、老办法看问题，还把自己
奉行的观点强加到孩子身上，而没有从子女的角度去思
考，不了解子女在想什么。这样就会陷入“孩子不听话-家
长唠叨-孩子更加不听话-家长更加唠叨”的不良循环之中
去，“代沟”也越来越深。
  如何才能做个孩子喜爱的家长呢？
  该放手时就放手。在孩子们具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多多放
开手，让孩子有自由成长的空间，哪怕错了，也能使孩子积累
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以后自然会总结、寻找正确的方法去做。
  换位思考。这个人际交往中重要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家长和
孩子的关系。家长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自己的家长当年也这样

唠唠叨叨，一句话重复上十几遍，自己会是什么
感受。
  放下家长所谓权威的“架子”。当
孩子觉得你“好烦”的时候，不妨坐下
和孩子好好交流一下：“你觉得妈妈
（爸爸）哪里烦了？刚才的话是不是只
要说一遍就记住了？下次是不是只需要
说一次你就能够做到呢？”应该学会倾
听孩子的想法，变单向的唠叨为家长和
子女间双向的对话交流。这不仅能够创

造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更有利于
为孩子提供一个倾诉的机会，为

了解孩子提供良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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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孩子认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什么事都不能逆其
意愿，以至于对家长的“逆耳忠言”不以为然，甚至大发
雷霆。这些孩子往往认为自己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
玩好的，可以随便花父母的钱，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生
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不关心家中的经济承受能力，也
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和艰辛。孩子不理解父母的辛苦怎么
办呢？
  要让孩子理解父母，父母要先理解孩子，而要理解孩子，
要先了解孩子。父母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就要放下家长的架
子，俯下身子跟孩子交朋友，跟孩子心贴心地交流。只有交流
才能达到彼此的了解和理解。
  为了让孩子理解父母，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时，应注意交流
这样一些内容：
  一是让孩子多了解自己的父母（生日、爱好、幼时趣闻、
健康状况、工作情况等）。在了解的过程中，父母还可以适当
地讲一些往事，加深孩子对父母成长的了解。
  二是父母应该静下心来与孩子交流，告诉孩子你曾经遇到
的困难、辛苦以及工作状况等，让孩子去理解你、关心你，营
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三是与孩子密切沟通，多和孩子聊天，询问孩子如何解决
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让孩子产生被重视的感觉，认为自己可以
替父母分担部分重任，从而激发他们的责任感。
  四是教育孩子学会理解，凡事除了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外，
还要推己及人，以他人的观点观察问题，这样才能不失偏颇。
要让孩子关心父母，在这个基础上学会理解、关心他人。
  五是教育孩子珍惜父母的劳动。平时让孩子参与一些简单
的家务劳动，让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任何东西都不是轻易
得到的，必须付出努力。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等
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青春期如何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对
于孩子人格的发展十分重要，在家庭关系和谐、有良好亲子关
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更加自信，更加适应社会性
发展。
  亲子关系对儿童语言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和社会人际关系
都会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也是父母成功进行家
庭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父母要想与孩子构建良好的亲子关
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跟随孩子成长的脚步，做
孩子的陪伴者、倾听者，信任和接纳孩子，给孩子足够的
安全感和信赖感。第二，要做情绪稳定的父母，面对开始
步入青春期前期的孩子，亲子冲突不可避免，处理冲突
时，控制情绪，平等沟通，帮助孩子一起解决问题和困
惑，和孩子共同成长。第三，要学会欣赏和赞美孩子，
多看孩子的长处，鼓励孩子发展兴趣和特长，培养孩子
健康的个性。
  总之，良好的亲子关系需要父母与孩子之间做
到彼此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这样的关系
也有利于整个家庭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孩子与家长出现沟通危机，主要原因在于父母。
父母总是把孩子当“小孩子”看，板着面孔摆出一副居高临下
的“家长”姿态，动辄不是教训就是训斥，看不到孩子在生理
和心理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缺乏和孩子沟通的技巧。作为孩
子，他们总希望父母能与他们共享快乐或分担愤怒、恐惧、压
抑、悲伤，而做父母的却往往只爱听“好消息”，不爱听“坏
消息”，或是反感孩子的“唠叨”。长此以往，孩子失望了，
把一些“心里话”埋在心底深处。久而久之，父母与孩子之间
越来越疏远。
  家长与孩子要达到很好的沟通交流，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
去改变自己：
  一是转变思想观念。与孩子很好地沟通，不仅是沟通技巧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父母要转变思想观
念，把孩子当“人”看待，平等相待；把孩子当作朋友，相互
尊重。
  二是要在家庭中创造一种“倾听的气氛”。父母要善于耐
心倾听孩子的诉说，对孩子们每天所讲的内容很感兴趣，孩子
会有种被尊重的感觉。
  三是与孩子“平行交谈”。作为父母，无论你多忙，都应
留意一下孩子在干什么，并尽量抽时间与之交谈，交谈时多听
听孩子的见解，避开所谓的“冲突”。
  四是为孩子充当“顾问角色”。父母给孩子建议，重要的
并不是急切地提出批评，而是帮助他把事情弄明白。通常孩子
认为自己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五是给予孩子“个人空间”。孩子不希望父母完全控制他
们的生活，更不想让父母“牵着走”，如果父母控制欲太强，
孩子可能会经常躲避，使双方隔阂进一步加剧。
  六是不方便说就写下来。父母可将那些孩子不愿听或拒绝
听的事情、道理写下来，等孩子安静下来，将本子拿给他们
看，会对他们有所启发，有利于解决问题。
  七是与孩子一起分享。当孩子主动跟家长分享一些事情的
时候，无论这些事情重要与否、正确与否，家长首先应该充分
尊重孩子，认真对待他们说的事情，并与孩子一起分享这件
事，之后再找时间跟孩子分析事情的对错。

  中学阶段的孩子正值青春期这一关键成长阶段，身心均发生巨大变
化，亲子关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亲子冲突而引发的悲剧时有发
生。为帮助家长、学生平稳度过青春期，潍坊市教育局组织编写了《潍
坊市家校社共育30问（中学篇）》，内容涵盖中学阶段家庭教育的亲子
关系、人际交往、手机管理、学习管理等内容。即日起，本报“教育周
刊”将分期对重点问题进行整理展示分析，供全市广大家长学习参考。

家长怎样与孩子沟通？

如何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孩子不理解父母怎么办？

孩子嫌家长唠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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