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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一些家长总认为应该对孩子严加管束，
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于是， 很多家长都奉行棍棒教育的办法，
在他们看来，“打与骂”仍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管教方法。 “棍棒底下出孝
子”是否还适合现在的家庭教育？ 对孩子实行“冷暴力”是否可行？ 家
长如何避免用不恰当的方式管教孩子？ 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观点。

卢女士 私企职员 女儿9岁

我闺女从小就特别调皮， 胆子还
大， 上幼儿园时就敢和大人顶嘴， 我
经常被她气得火冒三丈。 有时候确实
控制不住脾气， 打过她几回。 这样往
往能维持几天平静， 但过了一两周她
又故态复萌， 真是没辙。

闺女上小学后， 学校举办了家长
课堂 ， 固定时间开讲 ， 我 每 期 都 认
真听讲 ， 才知道原来我们小时候习
惯的 “棍棒教育”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

家庭， 用这种方法管教孩子， 往往换
来孩子的逆反心理， 长此以往会让孩
子对家长逐渐疏远， 打到什么时候才
是头呢？！

我不想让母女关系走到不可收拾
的那一步， 所以必须改变以为 “通过
动手就能把孩子的坏习惯纠正过来 ”
的想法， 决定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教育
孩子。 在老师的指导下， 我尝试管理
自己的情绪， 再生气也绝不动手， 尽

量和孩子讲道理， 如果她一时听不进
去， 我就暂时退到一边， 让孩子爸爸
去和她说一说。

同时， 我把对孩子的要求尽量放
低一些， 不要求她做完美的小孩， 因
为我们也不是完美 的 父 母 ， 只 要 她
在学习上努力 ， 成绩达不到我的心
理预期也没关系。 孩子的精力旺盛 ，
我同 意 她 每 天 去 小区操场上玩儿一
两个小时， 周末带她出去长见识 ， 还

租 了 一 块 田 地 让 她劳作 ， 感受农民
伯伯的辛苦 ， 培养她吃苦耐劳的意
识 。

目前来看， 女儿在班里成绩排中
游 ， 人缘不错 ， 在小区算是 “孩子
王”。 对于小时候挨打的事， 她一笑了
之， 说不和爸爸妈妈计较。 我听了她
如小大人般的话语 ， 既欣慰又好笑 ，
希望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也希望随
着年龄的增长， 她能体会父母的苦心。

不要求孩子完美，因为我们也不完美

刘女士 外企员工 儿子8岁

说到 “棍棒底下出孝子”， 如今，
很少有父母会使用肢体暴力了， 但是
语言暴力却是屡见不鲜。

为了庆祝儿童节， 我们带着孩子
去了一家轻奢餐厅吃饭， 坐在隔壁桌
的同样是一家三口， 显然也是带孩子
来过节的。 有吃有玩， 孩子们欢喜雀
跃， 可愉悦的氛围并没持续太久， 食
物端上桌时， 隔壁桌的妈妈顺嘴吐槽
“这菜可贵了， 平时我都不舍得吃 ”。

她家孩子看模样已经是小学生了， 似
乎听出大人的 “言外之意”， 原本洋溢
着笑容的小脸瞬间变得委屈起来， 仿
佛自己做错什么事情一般。

由于位置挨得比较近， 我们两家
等餐时开启了互动模式。见那个小孩有
点不高兴，我先生便“多嘴”道： “瞧你
家孩子多懂事啊。” 隔壁桌的妈妈瞥了
一眼自家孩子 ： “也就今天像个人 ，
平时都没人样儿 。” 气氛别提多尴尬

了。 我们没再搭话， 吃完便匆匆离开
餐厅， 真是乘兴而来， 败兴而归。

在我接触过的家长中， 这样的人
不在少数， 他们或是认为 “枪打出头
鸟 ”， 或是认为经常骂一骂有助于清
醒 ， 习惯于用贬低的方式教育孩子 ，
即便孩子做得已经很好， 也难以从父
母口中得到认可， 显然这是一种不恰
当的教育方式。 其实这些家长很爱孩
子， 一名家长还笃定地说 “爱之深才

责之切， 娇惯溺爱只会害了孩子”。
我相信， 家长的初心都是为了孩

子好 ， 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 ， 没有
“一刀切” 的对和错， 作为家长， 我们
应该结合自己孩子的性格特点因材施
教， 要有批评和惩罚， 但更要表扬和
鼓励。 毕竟我们第一次当家长， 在成
长的路上和孩子一样是 “学生”， 如果
我们做错了题， 改正过来就好， 对孩
子也该如此。

用贬低的方式教育孩子实在不恰当

周女士 公司职员 女儿14岁

我的脾气比较急， 有不顺心的事
习惯马上说出来， 孩子现在处于青春
期也有个性， 我们俩经常吵得不可开
交， 需要她爸爸从中调和。 我一生气
就不愿意说话， 和孩子吵完互相不理
睬， 有时候能持续一两周时间， 后来
人家说这就是语言冷暴力。

双方老人看到我们母女关系成了
这样，都很着急，我妈经常劝我，婆婆也
委婉地告诉我不能这样对孩子， 都是
一家人， 怎么能总不说话呢？ 应该学
会智慧地处理家庭关系， 而不是用冷
暴力逼孩子就范。 她们劝的次数多了，
我被打动了，想让女儿做妈妈的 “小棉

袄”， 妈妈应该先展开双臂拥抱她。
我找到女儿， 诚恳地承认了自己

的不正确做法， 希望孩子原谅我的急
脾气， 并且和她保证以后再也不冷暴
力对待她。 女儿起初将信将疑， 后来
我用行动证明我的诚意， 遇到两个人
再次拌嘴时， 我尽量不发怒， 把想法

说出来而不是让孩子猜测， 吵完了我
也装作没事人和她继续说话， 给她做
好吃的， 带她上兴趣班。

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女儿终于相
信了我。 她也有所改变， 比过去懂事
了， 愿意主动找我交流。 现在， 我和
女儿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

对孩子实行语言冷暴力也要不得

中国古话就有 “棍棒底下出孝
子” “不打不成才” 的说法， 但随着
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对教育的愈
加重视， 打骂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 ，
家长应该调整和避免用不恰当的方式
管教孩子， 打骂教育是要不得的。

一些家长认为轻轻打几下或者严
厉批评只是给孩子一些警告， 不会造
成严重伤害， 但是家长确实存在无法
控制情绪的时候， 当轻微惩罚无法发
挥作用时， 会不自觉加大力度并伴随
更大的斥责声 。 在这种冲动情绪下 ，
暴力行为变得不可控制， 而暴力的使
用不光会给孩子造成当下的伤害， 也
影响儿童未来的发展。

相比于身体上的伤害， 言语上的
伤害往往隐秘却更深刻。 儿童的认知
水平还不能支撑他们独立思考自己是
什么样的人， 这时候基本靠着他人的
评价去回答 “我是谁” 这个问题。 当
父母不断向儿童传达 “你太笨了 ”

“你什么都做不好 ” 等极为片面消极
的信息 ， 很可能使得儿童对自己失
望， 渐渐失去自信， 自暴自弃。

父母打骂孩子的背后， 还存在失
控的情绪和脆弱的心理问题。

一些家长使用打骂教育的直接原
因就是觉得 “管用 ”。 打骂过后 ， 孩
子的不良行为能够立刻消失， 所以很
多家长选择这样做。 但是 “管用” 与
“有效 ” 完全不同 ， “管用 ” 指的是
在惩罚后孩子立刻变得听话 、 老实 ；
而 “有效” 是指孩子意识到行为的不
良性 ， 并明白如何解决相似的问题 ，
在之后的生活中少表现出不良行为。

在家长打骂孩子这种氛围下， 孩
子能感受到的只有恐惧情绪， 无法进
行思考和理解 。 所以家长可能会发
现 ， 此时的孩子只能完成机械性任
务， 无法完成思考性任务， 比如只能
抄写， 但没法做数学题。

此外， 家长要思考自己是不是存

在情绪失控的问题。 很多父母认为自
己情绪失控是孩子的责任， 但事实是
父母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会积累负面情
绪， 需要情绪出口， 如果此时孩子再
来 “添乱”， 无疑点燃导火索。 并且暴
力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宣泄手段， 这种
情绪宣泄的根源在于家长本身。

父母情绪稳定 对 孩 子 的 成 长 至
关重要 ， 为人父母者要学会在孩子
面前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 用平和的
态度应对 。

首先要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 可
以在事件发生前， 即内心平静时做训
练， 每天找出三到四个时间点， 询问
自己此时此刻是什么情绪， 只有熟悉
自己情绪的变化， 才能在怒气爆发前
及时调整。 例如当孩子花费很长时间
背诵课文但没有效果时， 家长能够在
情绪爆发的前一秒意识到自己要生气
了， 此时要问自己， 是孩子故意的吗？
是注意力不集中吗？ 再问自己 “有没

有可能当前任务对孩子来说真的有困
难”？ 在思考之后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
情绪。

其次， 提前列出控制情绪的清单、
做好准备， 不要在事情发生时才想办
法。 同时可以寻找他人帮助， 比如提
前和爱人商量好， 自己要和孩子争吵
时， 在哪些信号出现后爱人要站出来
提醒， 避免场面失控。

第三， 家长要有自己的生活。 孩
子不是生活的全部， 家长自身不断成
长， 丰富自己的内心和知识储备， 才
能帮助自己更好地教育孩子。 可以拓
展社交， 和同事朋友多联络， 或者周
末到亲戚家聚餐， 聊聊彼此的困惑和
焦虑， 即便他们不能给出很好的建议，
也能无形中分担你的压力。 还可以多
听音乐、 多健身， 或者学习绘画、 唱
歌等项目， 培养个人爱好， 寻找属于
自己的情绪出口。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父母要学会在孩子面前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雷秀雅、研究生张津铭

如如何何避避免免用用不不恰恰当当的的
方方式式管管教教孩孩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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