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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 孩子不被认可， 甚至被 “区别对待”， 遭遇校园冷暴
力， 可以说这都是孩子感觉比较苦恼的问题。 如何培养孩子的心理
抗压能力与自我疏导能力， 也是当下家长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那么，
孩子在学校出现这类问题后， 家长们应该如何引导孩子进行正确的
自我疏导呢？ 让我们来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张先生 中学老师 儿子11岁

如果孩子在学校被区别对待， 作
为家长一定要积极行动， 否则时间长
了， 会让孩子产生心理问题。 我儿子
在学校一向是独来独往 ， 他成绩普
通， 平时很少跟同学们往来。 我分析
了下原因： 儿子本来话不多， 也很少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 爱好
很少，自然没有一起玩的小伙伴。 我想
了想，他的性格可能是比较像我，我就
比较喜欢安静。 为了改变儿子的这种
性格， 我试着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
参加各类球类运动， 也会和爱人一起

约了别的朋友出游、聚会，让儿子有更
多和同龄孩子在一起玩的机会。

组织的社交活动多了， 儿子参加
的活动也多了， 话也慢慢多了， 运动
习惯也慢慢养成了， 每次去打球， 他
都相约几个小伙伴一起 ， 打球之余 ，

有说有笑， 再也不是以前的 “独行侠”
了。 每次放学回来， 他也会积极跟我
们分享他在学校的一些趣事， 我们也
很为孩子开心。 看着孩子在学校的朋
友越来越多 ，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
我和爱人别提多高兴了。

鼓励孩子增强社交技巧,多参加社交活动

贾女士 公司职员 女儿11岁

说到孩子在学校被 “区别对待”、
被孤立， 这种现象应该说并不少见 ，
尤其容易发生在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
身上， 我女儿就曾经被孤立、 被冷暴
力过， 让我和女儿都很不好受。

我和爱人只有一个女儿， 而且还
是高龄生的孩子， 所以女儿从小在家
里享受了所有家庭成员无微不至的呵
护， 女儿从小身体也不好， 所以这种

宠溺的爱其实是有点过度了的， 这让
女儿从小养成了略微骄横的性格， 性
格又内向， 很多时候说话做事习惯以
自我为中心， 在家里， 大家都让着她，
倒还没什么。 等女儿上小学后， 原来
女儿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女同学， 后
来不知怎的， 这几个女同学开始联合
班里其他女同学一起孤立我家女儿。

我和爱人就带着女儿分析这种情

况发生的原因， 仔细询问女儿和这几
个女同学相处的点点滴滴， 通过倾听，
我们发现其实都是很小的一些事情 ，
比如女儿说话方式不够委婉、 有时候
不考虑女同学的感受、 答应女同学的
事情临时爽约、 在女同学遇到困难时
没有及时安慰……

当了解了这些后， 我和女儿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 我告诉她， 和同学们

在一起 ， 不能凡事只以自己为中心 ，
要多考虑别人的感受， 在语言表达上，
要尽量委婉， 不要伤害女同学的自尊，
答应别人的事情 ， 一定要尽力做到 ，
看到同学遇到困难， 要尽力帮忙……
这种谈话进行了好几次， 女儿也进行
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随后她开始慢慢
修正自己性格中的缺点。 她被孤立的
局面也就慢慢化解了。

家长可带着孩子仔细分析“不被认可”的原因

当孩子被同学孤立时， 孩子的第
一感受是自己是失败的， 别人都讨厌
自己。 这样会让孩子不自觉地反思自
己， 看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 哪里
做错了， 害得别人不喜欢自己， 自己
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 久
而久之就会变得孤僻、 敏感， 不利于
身心健康的发展。

如果孩子被同学孤立， 家长不及
时采取合适的办法的话， 只会让孩子
的成长道路越走越窄， 所以家长应该
采取措施帮助孩子去解决这种问题：

第一、保护孩子、倾听接纳孩子

孩子因为和同学们爱好不一致 ，
或者观念行为相反， 就会被孤立在集
体中，感到不开心。 当孩子主动开口倾
诉的时候， 我们不要上来就给孩子贴
标签， 而是要认同和接纳孩子伤心的

感受。 首先解决孩子自身的认知问题，
告诉孩子并不是你不够好，其次我们需
要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心声，让他们感受
到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让孩子自
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不要轻易
打断或批评他们。 同时，也要给予孩子
积极的反馈和建议，帮助他们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 家长应该在家中创造一
个安全和温暖的环境，让孩子感到可以
倚靠和依赖，鼓励他们与家人沟通，分
享他们的感受和困惑。

第二、 多与老师沟通交流

如果孩子遭遇到被孤立的情况 ，
首先， 家长要保持冷静， 不要过于情
绪化或激动。 这样有助于更好的与老
师进行有效沟通。

家长可以主动联系老师， 了解孩
子在学校的情况， 包括被区别对待的

具体原因和表现。 同时也可以向老师
询问是否其他学生也受到类似的待遇。
在与老师沟通时， 家长要表达对孩子
的关心与关注。 可以强调孩子在学校
的安全和心理健康重要性， 并询问老
师是否有任何措施可以确保孩子不再
受到区别对待。 如 果 家 长 认 为 孩 子
受到的区别对待是基于不公正或歧
视的原因 ， 可以向老师提出建议。 在
沟通过程中， 家长要尊重老师的专业
判断和经验， 同时也要表达自己的观
点和关注。 通过建立互信的关系， 可
以更好地共同解决孩子在学校面临
的问题 。

第三、 鼓励孩子多参加社交活动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和维护良
好的社交关系，增加他们在学校的社交
支持网络。 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兴趣班、

社团或者其他社交活动，以增加他们的
社交圈子和交友机会。多跟同龄的孩子
妈妈们在一起组织一些郊游等活动。同
时，也要教导孩子如何与人相处，培养
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合作精神。

第四、 不断提高孩子的自信心

最后， 我们需要提高孩子的自信
心， 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困难
和挑战。 可以通过表扬和奖励来增强
孩子的自信心，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和重要性。 同时， 也要教育孩子
如何处理挫折和失败， 让他们学会从
中吸取教训， 不断成长和进步。 通过
家长的关心和支持， 孩子可以更好地
面对学校社交环境中的困难， 建立健
康的情感和心理素质， 并逐渐走出被
孤立带来的困境。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杨琳琳

从四方面入手护航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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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 律师 女儿7岁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以为孩子长
大了就会省心， 现在看来错了。 每个
阶段都有新的问题发生。 尤其上学之
后 ， 我们老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欺
负， 被 “区别对待”。

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 孩子刚入
园不久， 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我家孩
子咬了其他小朋友， 当时我还没有把
这件事放在心上， 想着让孩子给道个

歉， 我们家长的给买点好吃的就完事
了。 谁知道， 后来这个小朋友联合其
他小朋友不跟我家孩子玩 。 一时间 ，
孩子还挺受伤的 。 回到家就跟我说 ：
“爸爸， 别的小朋友不跟我玩。” “爸
爸 ， 我没有交到好朋友 。” ……开始
时 ， 我也挺生气的 ， 就私下问老师 ，
原来是别的小朋友都怕我家孩子咬他
们， 就不敢跟我家闺女玩了。

知道原因之后， 我叮嘱女儿一定
不能再咬其他小朋友了， 咬人解决不
了问题， 有问题要沟通， 说出来自己
的想法。 闺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之
后我就带她去小区广场上玩， 带上很
多好玩的玩具， 经常能吸引很多小朋
友过来一起玩……慢慢地， 她在小区
里就交到了不同年龄的好朋友。 还有
一次， 在广场上遇到了同班同学， 并

且顺利交了好朋友 。 终于 ， 她成功
“脱圈”。 之后， 我把这件事又给孩子
复盘了一遍， 孩子自己也有了很多想
法。

家长给孩子建造一个强大的内心
很重要， 让孩子学会正确解决问题的
方法也很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 家长
要主动介入， 帮助孩子解决社交中的
“困窘”。

家长一定要及时帮助孩子走出“区别”

北京市骨干班主任、学生最敬佩的好老师、丰台第二中学北大地校区教师郑妍

在在学学校校被被““区区别别对对待待””，，
家家长长如如何何引引导导孩孩子子自自我我疏疏导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