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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学龄前儿童年纪尚小，是不是应该
全部听家长的安排？ 父母能允许小孩子自由表达自己想法吗？ 他们不
爱交流、不听话时怎么办？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吧。

家长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沟通会
遇到不一样的问题。 发展心理学家埃
里克森给孩子的成长过程分成8个阶
段， 不同年龄段具有不同心理发展任
务。 其中0~3岁是孩子成长的最初阶
段， 是安全感获得的最关键时期， 属
于前语言期。

很多家长以为宝宝刚三个月不会
说话， 其实不会说话也会沟通， 孩子
会笑、 哭、 皱眉头， 表现出愤怒等表
情， 这都是孩子表达的情绪。

还有家长说孩子三岁之前说话不
利索， 甚至根本不会说话， 其实这个
阶段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阶段 ，
就像建楼地基， 是孩子以后跟父母 、
老师、 同学， 甚至成年后跟社会关系
沟通的基础， 都来自于他在0~3岁阶
段安全感是否建立得充分。

沟通不是单纯的表达情绪， 而是
有情感流动的过程， 孩子用这些东西
去完成对外在世界需求的呼唤， 这时
父母尤其是妈妈能够给予孩子恰当 、
即刻的回应， 沟通就完成了。

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

是建立信任和怀疑， 如果需求能够被
恰当的即刻满足， 孩子内心就是安全
的， 对自己存在是确定的。 等他真正
发展出语言能力时， 就敢去表达自己，
因为他对世界和自己都是信任的。 如
果没有 ， 他对世界和自己是怀疑的 。
我做咨询时经常发现很多人有事不愿
意说， 追溯他的成长过程就是说了没
用， 或是当他发出呼唤时没有得到回
应， 慢慢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自己。

某些0~3岁孩子有类似自闭或阿
斯伯格的症状， 但他们不是真正的自
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 是在早期成
长中没有环境支撑他沟通需求的满足，
导致他的自我感受没有办法跟外界有
一个安全性链接， 因此变得不爱交流。

4~7岁阶段发展的是主动和内疚
的心理任务。 从3岁开始孩子能自己摸
索， 妈妈不让干的都干了， 这是孩子
意识到他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 特别
渴望通过对身体的掌控去完成对世界
的主动探索。 父母这时如果给孩子特
别多的批评、 否定、 限制， 他的探索
行为就会被打击到， 变得怯懦、 退缩，

主动性就不会很好发展出来。
所以父母给予4~7岁孩子的沟通方

式， 应该是在确保安全的状态下， 允
许他以自己的方式感受世界， 表达自
己的一些需求， 给孩子自主性的探索
空间，鼓励、支持他完成这部分，孩子的
自主性就会发展。不要以为孩子在给父
母添乱， 总是制止他， 孩子会被打击
到 ， 如果没有很好的被鼓励和支持 ，
他就容易对自己产生质疑， 有特别强
烈的自疚、 自责。

很多家长说 “我家孩子没有目
标”， 其实是孩子3~7岁时被管理、 控
制太严或过度保护， 他的主动性不能
超越内疚感， 这时就不会形成目标性。

4~7岁孩子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
是父母关系， 父母的婚姻能够让孩子
内在建立特别强大的安全感和荣耀感。
当父母关系出现问题时， 孩子会控制
不住想法， 无意识地认为 “是我没能
做得更好”； “我要更听话、 更懂事、
更乖巧， 让爸爸妈妈别吵了， 让他们
高兴”。 他不能真正在意识层面上理解
“这是父母的事情跟我无关”， 因为这

时孩子在心理情感上跟父母处在一个
共生的状态， 父母关系好， 孩子的愧
疚感不会太强烈； 关系不好， 孩子的
内疚感或自责感特别强烈， 他在未来
的人生就不敢主张自己的观点， 总会
看别人脸色， 形成讨好性人格。

所以孩子在学龄前阶段时， 家长
除了设置必要的一些边界性规则外 ，
剩下的没有那么多绝对的对和错， 让
孩子自主地做游戏， 这对孩子自我认
识非常重要。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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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 全职妈妈 儿子5岁

儿子上幼儿园后， 我总是担心他
在园的情况，可每次问他，又啥也问不
出来。 有一次，明明幼儿园开展了趣味
消防演习， 放学时我问：“今天过得怎
么样，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他只说了
一句：“还可以”。 有个不善表达的儿
子，老母亲真是操碎了心，为了能更好
地陪伴他成长， 我尝试了很多种沟通

方法，也积累了一些心得。
学龄前儿童， 语言能力和认知能

力有限， 当我们急着让他们讲一件完
整的事情时， 他们因为说不清， 只能
用 “还可以” 回答。 这时， 就需要我
们大人动动脑筋， 比如， 我会根据老
师发的作息表 ， 有针对性地提问 ：
“今天的声乐课学了哪首歌， 你可以唱

几句吗？” 这时， 儿子就会乐呵呵地唱
起来， 然后还会说唱歌时发生了什么
趣事。 另外， 还有一招是我百试不爽
的 ： 玩角色扮演游戏 ， 让他当家长 ，
我当孩子。 在游戏中， 孩子会自然而
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情绪， 有时， 我还
会故意淘气捣乱， 通过观察他在特殊
情境中的反映， 来了解他的心理状态。

最后我想说， 沟通技巧其实都是
辅助， 最重要的， 是营造一个温暖有
爱、 相互信任的家庭氛围。 每天再忙
再累 ， 也要抽出时间和孩子聊聊天 ，
哪怕是听孩子说一些 “废话 ” 都行 ，
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愿意帮助他，
也可以保护他的人， 他们会越来越愿
意表达。

多玩角色扮演游戏 让我与孩子愉快沟通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陈女士 医院护士 儿子5岁

学龄前的儿童就像是出生的 “牛
犊”， 它从来没有听说过、 见过老虎，
所以根本不知道老虎的危险性。 大人
之于孩子也是如此， 孩子初来乍到 ，
从一无所知到会走路， 会说话， 会思
考 ， 每一项技能都离不开大人的教
导。 很多时候， 家长觉得很简单， 但
对孩子来说却一点也不简单。 作为家
长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有耐心。 不能拿

父母成长二三十年的经验来看待孩子。
其次， 好好跟孩子说话， 孩子不

能理解或者接受的事情一定不要嘲笑
孩子。 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 一般都
说男孩比女孩发育晚， 慢半拍， 有时
候孩子的做法总是让我觉得好笑， 孩
子就问我 ： “妈妈 ， 你是在嘲笑我
吗？” 我说： “没有嘲笑的意思， 觉得
你特别有趣。”

此外 ， 一定不要把 “为什么 ”
“怎么” 挂嘴边。 “怎么这道题都会错
啊” “你干嘛要这样做呢” ……这样
的话大都是责备， 对解决问题毫无益
处。 所以， 建议家长一定要多从正面
说话 ， 提有建设性的建议 ， 多说说
“怎么做”， 帮孩子一起分析原因， 加
以改进。

最后一点就是想问孩子什么问题

的时候， 一定要会合理引导。 比如说
带孩子去吃饭， 问孩子好吃吗？ 孩子
往往说 “好吃”。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分析不同食物的味道 ， 跟孩子一起
做 “美食品尝家” 等方法， 也是一个
不错的主意。 跟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
也是这样， 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增加一
些细节性的描述， 就能很好地让孩子
开口了。

对孩子要有耐心 用孩子喜欢的方式交流

通过科学沟通帮助孩子勇敢表达自己

付女士 幼儿教师 女儿5岁

女儿是上苍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
很爱她 ， 也希望把我的爱意传递给
她， 让她从小就感受到美好和温暖 。
所以我经常向她示爱， 让她知道自己
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我们是她的坚强
后盾， 遇到任何事都可以和我们说 ，

我们会全力支持、 帮助她。
我本身就喜欢孩子， 加上职业的

关系， 习惯蹲下身和孩子交流， 用他
们的语言沟通， 愿意长时间陪伴， 说
话时也非常有耐心 ， 有时候一个动
作 、 一个任务重复很多遍也不嫌烦 。

孩子感受到我的用心， 所以尽管年龄
还小， 但我说的话女儿都听得懂， 愿
意遵守指令， 也很少会发小脾气。

每当在幼儿园遇到不愉快时， 女
儿就会回家悄悄告诉我， 不用担心我
没空理睬或是指责她。 女儿也会学着

我的样子 ， 经常搂着我表达爱 意 ，
“妈妈， 我好爱你啊” ……我班里的孩
子也是如此。 我觉得爱是相互的， 你
想要孩子爱你， 首先要付出足够的爱
和感情陪伴， 孩子是能感知到的， 这
样， 孩子也会更乐意与父母交流。

让孩子清晰感受到父母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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