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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进入青春期后，父母还能像孩子小时候那样与其进行亲密接
触吗？ 这个阶段的孩子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爱意，他们愿意接受什么样
的情感表达？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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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15岁

女儿进入青春期后， 我们之间沟
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常是问
三句答一句， 多说几句就炸毛。 为了
挽救摇摇欲坠的亲子关系， 我静下心
来， 复盘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和女儿的
对话。 我发现， 她并不是有意和我过
不去， 更不是思想品德有问题， 她只
是在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从小我对孩子的要求就很严格 ，

可以说， 女儿是在一个严厉的家庭中
长大的， 我们对她的批评多过赞扬 。
进入青春期后 ， 我发现女儿的种种
表现似乎都是在摆脱我们对她的管束，
也是在向我们证明她的能力 。 比如 ，
不久前老师联系我说 ， 她上课总 睡
觉 ， 问我是不是在家时没有休息好。
我问女儿怎么回事， 她顶嘴说， 上课
睡觉怎么了 ， 我的成绩又没受影响 。

当时 ， 我就气不打一 处 来 ， 狠 狠 批
评了她一顿 。 女儿很聪明， 从小学
东西就快， 但是为了不让她骄傲， 我
们很少夸赞她聪明 。 冷静下来回想 ，
也 许 女 儿 是 在 用 “上课睡觉 ” 的行
为， 告诉我们， 她已经提前学会了课
内知识。

发现症结所在后， 我开始主动转
变， 首先是不再轻易批评她的一些行

为 ， 比如她上学时会偷偷化个淡妆 ，
我就假装不知情， 并且夸赞她 “我女
儿怎么越来越好看了”， 女儿听了很开
心， 对我得意一笑。 经过一段时间的
摸索后 ， 我认为 ， 想要和孩子进行
“爱的沟通”， 先要给与孩子更多关注、
理解和尊重。 在沟通中， 还要讲究方
式方法， 必要时家长可以试试 “刻意
装傻”。

家长看破不说破 呵护孩子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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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女士 设计师 儿子15岁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其实孩子的
成长速度远远超过父母的预期。 我在
跟儿子相处的过程中就有深深的体
会， 孩子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爱的需
求， 而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往往对很
多关系都趋于惯性， 常常是等到出现
问题了我才意识到孩子真正的需求 ，

之后才开始修补跟孩子的关系。
孩子小的时候，所有生活的各个方

面都需要我去操持， 这个阶段就像是
“全能神”模式。当我慢慢习惯这个角色
的时候，孩子却有了变化，慢慢地有了
自我意识， 开始挑战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时，如果没有及时修正，我和儿子的

关系就会很紧张。之后，孩子逐渐成长，
远离父母，而这时我认为孩子和父母之
间的关系就应转化为深层次的精神方
面的需求———父母一直在你背后，不再
担当 “全能神” 角色。

这时还有一个值得家长注意的地
方就是 “避嫌 ”。 俗话说 ： “儿大避

母， 女大避父。” 等到孩子成长到某一
阶段之后， 即使关系再亲密， 异性父
母与子女之间也要学会 “避嫌”。 如今
社会上有很多 “妈宝”， 我认为这种关
系都是不正常的。 所以父母表达爱要
有尺度和分寸， 可以跟孩子关系维持
亲密， 但言行举止不能过度亲密。

父母表达爱要有尺度和分寸

多采用一些青春期孩子能接受的方式沟通

范先生 公务员 儿子15岁

时光荏苒， 一转眼儿子已经长成
了大小伙子， 进入青春期的他个头快
要追上我了， 长出喉结和胡子， 说话
也变得瓮声瓮气， 一切身体变化都在
提醒我他长大的事实， 我再想像他小
时候那样把他举高高、 经常拥抱他已
经不现实。

这孩子现在非常抵触我们的触碰，
哪怕是他妈妈碰他也不行， 稍微离近
点他就弹起来躲到一边。 他妈妈开始
非常伤心， 觉得这是孩子与自己不亲
了， 跟我抱怨过几回。 我最初也不能
接受孩子的改变， 等到逐渐冷静下来，
站在儿子的角度思考后， 才慢慢理解

他的想法， 就代替他劝他妈妈， 让她
接受现实， 寻找新的和孩子表达爱意
的方法。

我的沟通办法是和儿子击掌， 以
两个成年人用肢体语言对话的形式进
行沟通， 这种形式大方面可以在儿子
取得某些成绩 、 做出某项承诺时运

用， 也可以用在看比赛发展到高潮时、
看影视剧有共鸣等小地方。 效果很好，
儿子很满意， 觉得我这是在把他当成
大人来对待， 刚开始我伸出手掌时他
还有点扭捏， 后来习惯了， 他改成经
常主动伸手和我击掌， 然后相视一笑，
父子的感情也得到促进。

把孩子当成成年人一般对待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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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孩子开始是一个整体， 然
后慢慢变成不同的个体， 这是一个从
共生到分化的过程， 家长对比要有心
理建设。 当分化开始出现， 意味着孩
子发展到要跟父母在情感和思想上分
化的阶段， 他内心对父母的潜意识是
有内疚感的， 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多
么爱他， 多么需要他， 离不开他， 所
以这个时候内疚感反而会让他去更多
指责父母， 或者更多的回避跟父母的
交流 ， 因为让父母伤心这个事太大
了， 他处理不了。 “你这饭做的是什
么” “你别老管我” “都怪你 ”， 或
者回来把门一关， 这样的话他就不用
去直接面对这种内疚感。

所有人都有青春期， 这是儿童心
理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这个过程中 ，
孩子不愿意跟爸妈说话， 或者不好好
说话， 父母就需要学会有效沟通， 选
择爱的沟通， 因为没有爱的沟通孩子
会闹腾得更厉害。

食物是亲子沟通的一个特别重要
的媒介。 有时候青春期孩子不爱跟家

长说话， 你可以给他做他爱吃的东西，
偶尔做或买回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哪
怕是小零食、 水果都行， 让孩子通过
食物完成情感上的链接。 因为食物能
够穿透人的意识层面， 直接在潜意识
里唤醒很多爱的感受和美好的体验感，
这时的食物是一个特别好的桥梁。

第二种是肢体接触。 孩子在青春
期之前还愿意跟父母亲亲抱抱， 但到
了青春期妈妈一碰他就烦， 或者不好
意思， 这也是源于孩子内在分离的需
要， 他会有一种被贬低或者过于被妈
妈爱， 内心的内疚感他受不了， 就会
有这样的心理冲突。 但父母依然可以
利用肢体上的接触 ， 用一些成人化 、
符合这个年龄段的方式， 比如妈妈想
要表达亲热或鼓励时可以轻轻拍一拍
孩子的肩膀， 胡噜他的头发， 或者拉
着他的手一起说话之类， 这时的肢体
接触更重要的是亲密感的传递， 以孩
子的年龄段能接受、 能适应的方式完
成。

第三个方式是味道和声音， 像心

理治疗过程中使用的芳香疗法和声音
艺术疗法。 比如可以把家里弄得香喷
喷一些 ； 比如情绪紧张睡不着觉时 ，
放一段高山流水或者海浪的声音， 这
些是在我们最早期的生命阶段感受安
全和幸福的一种直接方式。 这些有节
律的声音能够帮助人的心境平静下来，
因为它还原了最早期婴儿躺在妈妈臂
弯里的时候妈妈心跳的声音状态。

通过味道和声音能够完成沟通 ，
让全家人回到家庭中， 能够感到家里
是轻松的、 平静的、 柔软的， 而且是
整洁的。 人的心情可以解读外在的世
界， 外在的世界也能反过来扰动心情，
这都是在进行情感的沟通。

还有一种沟通和表达的方式， 就
是有时不需要直接的语言，可以借助游
戏或者运动、艺术方式来完成，比如父
母跟孩子一起去玩、一起爬山、 一起打
球、 一起看电影， 在活动过程中， 孩
子会跟爸爸妈妈内心上有互动。

很多家长说孩子不愿意跟我去干
这些事，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长做这些事

时一定要赋予某些意义，比如问孩子有
什么收获？ 觉得活动有什么意义？ 得写
个作文。家长太着急的想让孩子从这里
面提炼出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其
实是父母内心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他
的教育焦虑得到释放。 但孩子会想“到
底你是要陪我去玩，想让我放松，还是
让我带着任务？ ”“我说点什么我妈能高
兴？ ”当活动变成了一个交易，这时亲子
沟通的意义就大大降低了。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与与青青春春期期孩孩子子
如如何何进进行行爱爱的的沟沟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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