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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孩子正处于半大不大的年龄段， 父母应该如何与其进
行有效沟通？ 怎样才能让孩子愿意听家长的话？ 为什么有的孩子就
是不理解大人的苦心呢？ 来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吧。

7-12岁孩子进入小学阶段， 心理
发展任务是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这个
时候孩子有很多学习任务， 他的学习
节奏需要被尊重、被呵护。 所谓学习节
奏， 就是指孩子是用三天背下来乘法
口诀，还是用三小时背下，其实无伤大
雅，但对很多父母来说，希望孩子学习
节奏特别快，一旦做不到就有挫败感。

家长对待孩子的沟通方式是大致
分两种， 即平等型与强势型。 平等型
的家长尊重孩子， 允许孩子以自己的
状态去完成成长，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孩子的优点， 有什么问题家长会
帮助孩子一起想办法解决。 强势型的
家长就是不允许孩子犯错， 不允许孩
子脆弱， 不允许孩子进步缓慢， 家长
变得特别强势、 特别爱控制。

很多父母在这个阶段有一个误
区： 以为 “我骂孩子两句， 对他严厉
一点真好使， 他立马就长记性， 他学

得快、 学得会”。 实际上， 我们有没有
能力和有没有去使用这些能力是两回
事， 当父母用控制强势的方式管教孩
子，孩子碍于父母的暴力或权威性不敢
反抗，他会强迫自己发展能力，但这个
时候他内在的自信和自卑是失衡的。

当孩子愿意去努力勤奋地面对学
习任务的时候， 他就能够发展出他的
自信 ， 有了这种自信 ， 再学东西时 ，
就会把注意力投入到学习对象上， 能
更加专注地真正去学， 而不是把情感、
情绪和注意力投入到 “我会不会被批
评上， 别又被打一顿” 这些念头上。

一些家长在孩子上初高中时找我
咨询， 抱怨 “孩子小的时候学得特别
好， 也不用父母太操心， 不知道为什
么到了初二就开始下滑， 到高中就躺
平了”， 这是因为孩子的内心虽然拥有
学习的能力， 但他对自己始终持一种
否定和质疑的态度， 后面学习任务越

来越重， 不断有新的挑战， 他不断承
受挫败感， 导致自我撑不住， 就会出
现躺平的现象。

所以在孩子7-12岁阶段， 家长要
更加尊重孩子， 发现孩子的学习规律，
发现孩子的一些特长， 针对他的特点
给予更恰当的教育方式。 如果不知道
怎么发现孩子的真实情况， 至少不要
做强势型父母， 要给予孩子说话的机
会， 听一听他是怎么想的， 给予他更
多时间， 允许他在自己的节奏中成长。

很多家长认为教育一定要正式 、
严肃， 其实爱和教育在生活的细微之
处发生着， 没有想象的那么宏大。 之
所以教育出了问题， 是因为细微的地
方出了问题， 当情感、 爱出现问题时，
教育对孩子就推行不下去了。 当父母
跟孩子进行对话时， 很多家长这时只
把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传递给孩子 ，
但孩子需要什么其实没有被关注到。

家长跟孩子怎么说话， 孩子才能
愿意听呢？ 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是
“蹲下来和孩子交流”。蹲下来跟孩子沟
通， 需要家长从思想上、 跟孩子相处
的日常中慢慢体会和摸索， 先站在孩
子的视角想问题， 了解他内心， 有了
这个前提后， 可能沟通就会容易很多。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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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7岁

我女儿正在上一年级 ， 上小学
后， 她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 ： 有了
自己的社 交 ， 渴望独处的时间……
这些变化都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
们大人该如何跟这位 “小大人 ” 沟
通。 经过反复摸索 ， 我总结的经验
是： 放下 “大人 ” 的身段 ， 多和孩
子一起玩， 成为孩子心目中的 “自
己人”。

放学接到她， 女儿说的第一句话

多数是： 今天我能和同学在小公园玩
吗？ 如果同意则已， 如果不同意， 她
也不会哭闹 ， 而是拉来她的小伙伴 ，
站在我面前说：“阿姨，求求你了，我们
想一起玩儿一会儿 ， 就一小会儿 。 ”
搞得我完全无法拒绝。 在外面， 她和
同学有说不完的话， 回到家， 对我们
却是 “一问三不知”。 我问： “今天在
学校过得怎么样？” “老师布置课后任
务了吗 ？” 她头也不抬地回答 ： “还

行 ” “没有 ”。 晚饭后 ， 只要我不喊
她， 她能窝在沙发上看一个小时的
漫 画 书 ， 不 动 也不出声 。 当然 ， 我
很欣慰孩子长大了， 有自己的社交圈，
还学会了独处， 可是， 却不和我们过
多交谈了。 想到她和小伙伴亲密无间
的情景， 我决定 “用魔法打败魔法”。

那天， 我主动提议和她玩 “你画
我猜” 的游戏， 游戏很简单甚至有点
幼稚， 但女儿却笑得前仰后合， 如此

几天之后， 这个游戏就成了我家每晚
的保留项目。 在游戏中， 她提到很多
在学校里和同学间发生的趣事， 我顺
势和她聊起我的校园时光， 比如偶尔
会犯一些低级错误等， 引得她哈哈大
笑， 她说： “妈妈， 你可真好玩！” 可
以感受到， 对她来说， 我不再是只会
发号施令的大人了 ， 我也可以是个
“淘气” 的好朋友。

想有效沟通，先要让孩子把你当成“自己人”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韩先生 公司职员 儿子10岁

现在的孩子真是挺让人头疼的 ，
虽然知道我小时候的教育理念不适合
管教现在的孩子， 这是第一个让我体
验到经验贬值的方面， 但在日常与孩
子沟通中过去的想法还是不时的无形
闪现， 让人猝不及防。 孩子已经上小
学了， 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了， 这时
候孩子的独立意识很强， 家长这时候
就要及时转换教育方式， 不能按照小
时候那样相处了。 这时孩子要慢慢学

会学习知识以及规则， 还有更重要的
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孩子主要需要摆
脱的就是用哭闹表达诉求和情绪的问
题 ， 这需要家长及时和长期的引导 ，
从而慢慢成为习惯。

与此同时， 孩子需要的事情跟幼
儿园明显不同， 幼儿园期间， 老师和
家长常常以表扬为主， 而上一年级后，
孩子已经有学习任务了， 这时候如果
跟不上 ， 就容易打消孩子的积极性 ，

还有就是老师对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
也会批评 ， 孩子可能一时适应不了 ，
也需要家长及时发觉并引导 。 此外 ，
家长一定要注意说话方式， 讲道理的
时候也要适量， 如果孩子不理解的话
也不要责备。 跟孩子交流的一个好方
法是用好 “你” 这个主语。 以 “孩子
在学校被老师处罚” 的情形为例。 1.
“你被老师处罚了， 看起来很难过的样
子？” 或如说： “你感到很丢脸？” 此

时最忌讳追问 “为什么 ” 或下判断
“你一定做错了什么？” 2.接纳孩子的
想法或感受。 如说： “我了解你的难
过……” “我知道你感到丢脸……”
接纳并不表示赞同， 父母可以不认同
孩子的行为 ， 但无须批评孩子个人 。
如 “你真活该 ！” 或 “你该被处罚 ！”
3.与孩子讨论改进的方法 ， 这个步骤
要放在最后， 尤其要让孩子倾诉完毕
或情绪平稳之后。

跟孩子沟通学会用“你”这个主语

家长要尊重孩子，多给予孩子说话的机会

文女士 高校研究员 女儿9岁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 “鬼灵精怪 ”
的， 和小大人似的什么都懂一点， 还
特别敢于表达。 拿我女儿来说， 她和
小伙伴聊的话题， 涉及异性是否存在
友谊、 直播间的主播哪个有意思、 如
何避开父母的监管上网之类， 说起话
来一套一套的， 不用问， 这些都是她

们从网上看到学到的。
既然孩子知识面广 ， 见识也多 ，

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家长采用 “一言
堂” 式教育肯定行不通， 他们不会再
像过去的孩子那样老老实实听话， 而
是有自己的主见， 哪怕是小学生， 其
实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好事， 家长不

要认为孩子是在顶撞自己。
21世纪的人才需要具备多种素养，

智商只是一方面， 情商、 逆商都要跟
得上 ， 这两点主要靠家庭 来 培 养 。
所以我愿意和女儿平等对话， 把她
当成朋友一样聊天 ， 不摆家长的威
严， 不让孩子害怕我， 这样她才敢和

我说说心里话， 学校有什么事情也愿
意找我交流 ， 我们俩处得像 闺 蜜 一
般 ， 她 有 什 么 想 法 都 喜 欢 和 我分
享。 女儿告诉我， 班里很多同学都羡
慕她， 觉得她有一个特别开明、 理解
孩子的妈妈， 这让成绩平平的女儿也
非常开心。

平等交流，让我和女儿处成了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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