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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完全依附于父母而存在的吗？ 孩子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独
立个体？ 他们是否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呢？ 家长该如何正确尊重孩
子的隐私呢？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吧。

王先生 健身教练 儿子8岁

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可能孩子小
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家长花费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孩子的起
居， 但这也不能说明孩子是家长的附
属品， 孩子首先属于他自己， 家长和
孩子都需要明白这一点， 而且家长需
要在生活中给孩子灌输忠于自己情感

的观念。
在学习育儿知识时， 我了解到芬

兰的教育是在各国中比较起来是较好
的， 进一步了解才发现， 在芬兰小学
一年的孩子并没有很多知识类的教授，
而是花一整年的时间让孩子去认识自
己的各种情绪 ， 开心 、 伤心 、 愤怒 、
生气……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

还是很吃惊的， 现在想起来也很合理。
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各种情绪之
后才能更好地管控情绪， 从而更好地
认识自己。 比起来我们经常对孩子说
的： “不许哭”， 其实， 或许让孩子痛
快哭一场， 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有了上述认识之后， 那么再谈是
否应该尊重孩子的隐私就迎刃而解了。

让孩子从小承担部分家务活， 告诉孩
子他是家里的一部分， 这是他应该承
担的责任 ， 提醒他保护自己的隐私 ，
这也是教会孩子自我保护的一部分 ，
家长一定不要过度保护， 否则也不利
于孩子成长， 毕竟孩子未来的人生路
还很长， 孩子的路需要自己选择， 家
长只是旁边的协助者。

孩子不是附属品 家长也要尊重孩子的隐私

吴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１２岁

作为一名成年人我们明白， 每个
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要给孩子留
出私人空间， 但同时也要做好适度管
理。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单位的工作
很忙， 晚上到家后我基本没有精力再
辅导孩子的功课了，我相信，孩子已经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便没人监督，

也能保质保量完成作业， 做好课外练
习。 可现实却是，我放手没有管孩子的
这半个月，她完全开启了“放羊”模式，
课内作业勉强完成， 扩展练习基本没
写，写了的部分也是字迹潦草，明显在
敷衍。我想通过这件事来说说孩子的独
立意识，在未成年之前，他们很难完全
做好自我管理，即便已经上到小学高年

级， 日常生活中也处处表现得十分独
立：可以自己收拾书包，洗小件衣服，甚
至单独和同学约着去公园做运动，但是
家长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认为孩子大
了，父母就可以完全放手了。

在“管”和“放”之间，要找到一个平
衡点，既不伤害孩子的“独立意识”，也
要让他们明白 “父母命须敬听”。 在这

方面，我的做法是，在安全且不影响学
习的前提下， 支持她有自己的 “小秘
密”。比如，她可以在放学后和好朋友单
独逛商场，说说私房话，但一定要提前
用电话手表告诉我回家的时间，并且遵
守时间，诸如此类。作为家长，我们要为
孩子撑起保护伞，在伞下，我希望女儿
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小小世界。

孩子应有私人空间 也要有适度管理

儿童权利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种 ：
第一种是生命权 ， 这是最基础的权
利， 要构造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安
全环境； 第二种是发展权， 要求儿童
的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 并且要求
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发展； 第三种是受
保护权， 儿童需要家长给予更多的关
怀和保护 ； 第四种是参与权 ， 在学
校、 家庭乃至社区中都要促进孩子参
与， 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责任
意识和自主发展能力。

家长要尊重孩子的这四种权利 ，
多看见孩子的优点， 多听见孩子的心
声， 保持好的沟通渠道。

在所有的权利中， 隐私权是孩子
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有些家长不知
道自己的做法是在伤害孩子的隐私
权。 这个问题在青春期爆发的比较严
重，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想法更多， 也

有更多心事不想跟爸爸妈妈分享。
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呢？ 家长首

先应该确立一个动态观念， 就是你的
孩子一直在成长，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其实是有变化的。 刚刚出生时孩子在
父母面前基本没有隐私， 随着孩子慢
慢长大， 特别是到了青春期后， 他就
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父母从一个教
导者逐渐变成一个陪伴者。 陪伴并不
意味着不教导。 只是伴随角色的转变，
教导者可能说的比较多， 陪伴者则应
少说多听， 要给孩子更大的空间。 陪
伴者还要对孩子充分信任。 很多家长
喜欢干预孩子的隐私， 可能源于对孩
子缺乏信任。 不管交友还是处理问题，
家长都没有完全信任孩子。 作为家长，
要对孩子有最基本的信任， 可以去观
察， 但不要马上干涉。

另外， 在这个过程中要多沟通，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亲子之间能
很好地沟通， 孩子会把一些需要跟家
长交流的东西告诉你， 会愿意跟你分
享。 如果沟通不顺畅，家长也要给孩子
传达一个意识，即家长是陪伴者，你什
么时候需要我，我都可以去帮你， 我们
始终关注你、 爱你、 支持你， 无论你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家长永远和你站
在一起， 要给孩子传达这样一种信号。

孩子可能暂时不说， 过了一段时
间后再来找你， 因为秘密在心里积攒
特别多的话会有倾诉欲。 不跟你分享，
他会跟朋友分享； 不跟朋友分享， 他
也可能会发在网上。 如果家长做得很
好， 有一个很好的亲子关系， 孩子就
会把你作为一个分享对象。

孩子已经长大了， 家长要尊重孩
子的想法。 很多焦虑不是来自于孩子
本身， 而是家长。 家长对自身角色以

及亲子关系的变化没有处理好。 随着
孩子成长， 上小学、 上中学， 进入青
春期， 家长要不断地让孩子以你为港
湾， 不断往外去发展， 角色在时间的
流逝中一点点变化， 把孩子逐渐往外
去引导， 家长需要慢慢去把握、 体会
这个动态过程。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家长要尊重孩子隐私权利 动态把握监护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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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女士 创业公司副总 女儿14岁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开明的家
长， 和孩子的关系处得很好， 直到女
儿进入青春期后客客气气把我 “请 ”
出她的房间， 有秘密也不再和我分享
（虽然我能从她的表情上看出来 ， 但
她就是不说 ）， 甚至我多问几句她新
交朋友的家庭背景， 她都能和我吵起
来， 让我既委屈又彷徨。

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了， 我有哪

些方面做错了， 一开始想的是她长大
了， 翅膀有点硬了， 后来又有些担心，
怕她的秘密影响功课， 怕她交的朋友
来路不明带坏她， 越想越害怕， 孩子
看起来没什么事， 我却快要抑郁了。

幸亏学校及时开设了家长课堂，请
来工作多年的老教师和社会心理咨询
师为我们这些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上课，
我才知道女儿的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她

处于人生必经阶段上，需要自己的心理
空间，家长应该多理解孩子，尊重孩子，
不要再事无巨细地管教。 所以，我后来
转变态度，不再操心过度对待她，在她
情绪波动时我也不再东问西问，而是给
她端杯热水，走到她身边坐下干自己的
事，主打陪伴而不是干涉，希望孩子能
顺畅地度过这个成长的特殊时期。

女儿看到我的变化， 虽然嘴里没

说什么， 但明显地放松下来了。 过了
一段时间后 ， 她居然主动找我聊天 ，
试探着让我帮她分析人际关系方面的
困惑。 我就事论事给她出了主意， 说
完没有再过多询问 ， 她似乎很满意 ，
之后不定期地会找我闲聊， 不再像以
前那样什么事都瞒着我了， 有时也会
邀请我进她的房间 “坐坐”， 专家的建
议奏效了。

家长要尊重孩子拥有自己的心理空间

家家长长如如何何尊尊重重
孩孩子子的的隐隐私私权权

国家开放大学教育教学部基础教育学院院长、副教授 王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