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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父母的教育风格，父母可分为四种：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
忽视型。 但建立良好亲子关系时，父母需要运用的智慧则是多种多样
的。 怎样做孩子心中的理想型父母？ 听听家长与专家的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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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先生 国企职工 儿子11岁 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魏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9岁 理想型的父母 首先要是快乐的大人

父母要学会以身作则成为孩子可信的依靠

张女士 公司职员 儿子14岁 主动向孩子求助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市教育工会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雷秀雅、常予菲

临床和发展心理学家黛安娜·鲍姆
林德把父母的教育风格划分为四种 ，
分别是权威型父母、 专制型父母、 放
任型父母和忽视型父母， 不同教养方
式的父母会对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和个
性的形成产生不同影响。

权威型父母认为家长在孩子心中
应该有权威， 但这种权威来自对孩子
的理解和尊重， 以及经常的交流和帮
助。 权威型父母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对
待孩子， 同时对儿童有较高要求， 对
行为表现奖惩分明。 这种教养方式下
的孩子通常独立性强， 善于自我控制
和解决问题 ， 自尊感和自信心较强 ，
喜欢与人交往 ， 对人友好 。 动画片
《蜡笔小新》 中的小新父母就是权威型
父母的代表。

专制型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 ，
希望孩子按照他们设计的发展蓝图成
长， 对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加以保护监
督， 但在情感上可能冷漠、 忽视孩子，
很少考虑孩子的要求和意愿。 这种教
养方式下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焦虑 、

退缩和不快乐， 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
性较差。 这类父母不允许任何不在自
己规划中的事情出现， 希望孩子能按
照自己的设想过一生。

放任型父母对孩子抱有积极肯定
的情感， 但缺乏控制， 他们放任孩子
自己做决定， 很少提出要求或对违反
规则的行为进行惩罚。 这种教养方式
下的孩子可能不成熟， 具有冲动性和
攻击性， 缺乏责任感和合作性， 自信
心不足。

忽视型父母对孩子既缺乏爱的情
感和积极反应， 又缺少行为方面的要
求和控制。 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孩子可
能具有较强攻击性， 对人缺乏热情与
关心 ， 更有可能出现不良行为问题 。
比如孩子在学校和其他同学打架， 回
家后告诉母亲， 妈妈： “你为什么要
打架？” 孩子： “他打扰我玩游戏， 所
以我就打他了。” 妈妈： “早就叫你别
惹事， 你还是这样， 现在弄成这样子，
你要自己学会去解决， 而不是每次都
来找我。”

父母正确的做法是在情感维度上
以积极、 肯定、 耐心的态度对待孩子，
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 这有助于建立
良好的亲子关系， 并促进孩子的情感
发展。 在要求与控制维度上， 父母应
该为孩子设定合理的标准和期望， 并
在孩子达到要求时给予适当奖励或惩
罚， 这有助于孩子形成自我控制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专断型和忽视型教养
方式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社会
适应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父母应该避
免使用。

权威型父母是最理想化的父母教
育类型， 他们对孩子的情感需求有较
高的接受度但不溺爱， 对孩子的行为
有所限制但不苛刻， 在这种教养方式
下成长的孩子， 做事既有主见， 也不
会偏离正常的成长路线。

如何成为权威型的父母呢？ 首先，
成为权威型父母的前提是以身作则 ，
并懂得从第三者的视角评估自身的行
为与反应 。 其次 ， 作为权威型父母 ，
最重要的就是倾听， 通过倾听理解孩

子的需求， 并以平等的态度对孩子的
需求做出反应。 孩子看到听到后， 就
会把这种合理的方式接收进来， 成为
日后自己的东西。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力
争成为孩子可信的成长伙伴。 父母的
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独立、 有责任感、
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个体， 走出属于
自己的人生道路。

本报记者 任洁 杨琳琳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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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孩子心中理想型父母， 我
觉得首先得能跟孩子玩到一起。 现在
流行不做扫兴的父母， 指年纪大的父
母和年轻人的关系， 要注意不让年轻
人感觉扫兴，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也适
应这个法则。

就拿美食来说。 儿子想去吃薯条，
姥姥会下意识说 ， “薯条没有营养 ，
我们去吃别的吧。” 我发现这个问题后

跟她分析， “你一方面问孩子吃什么，
让孩子决定 ， 另一方面你又否定她 ，
是不是挺扫兴的。 其实孩子也不经常
吃， 偶尔吃一次也没关系。” 之后孩子
再说这类的话时， 姥姥就说： “走吧，
听说他们出了新品， 我们去尝尝。” 气
氛瞬间就好了很多。 其实孩子什么都
懂， 也知道分寸， 家长可以放心把决
策权交给他们。

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要在更深
层次的事上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互
联网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的思维跟我们
不一样，其实他们的压力更多。 家长要
注意给孩子减压，懂夸奖、 会加油。

一个教育家讲了这样的故事： 他
儿子回来后高兴地说： “爸爸， 你猜
我这次数学考多少分。” 爸爸说： “68
分。” “不对。” “69分。” “不对， 再

高点。” 就这样一点点往上加分数， 孩
子开心的跟爸爸分享喜悦。 有些家长
上来就说 “100分 ”， 这就太扫兴了 ，
一下子把孩子心中的火焰浇灭了。

听了这个故事后 ， 我深受感动 ，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让孩子扫兴， 多给
孩子试错的机会， 可以用经验指引孩
子， 但不要越俎代庖， 父母还要学习
在原地等着孩子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总是认为， 生活在现在这个年
代的孩子是幸福的： 作为父母， 我们
愿意不断刷新自己的育儿理念， 也愿
意花费精力、 财力在孩子们身上……
但是孩子认可这种幸福吗 ， 或者说 ，
他们认为这样的我们就是理想型父母
吗？ 当我自信地向女儿提出这个问题
时 ， 她却给出了并不太积极的回答 ：
“你们老是莫名其妙地冲我发火， 我都

有点不喜欢你们了。”
女儿指的前几天 ， 吃饭的时候 ，

她一直在挑食、 磨蹭， 我已经在压制
着情绪了， 她又提出要吃甜点， 我的
怒气值瞬间爆表， 冲她大喊： “你怎
么这么讨厌， 我都不想要你了！” 女儿
被我吓了一跳 ， 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
我知道吼孩子不对， 但事到临头又难
免一次次情绪崩溃。 事后， 女儿对我

说： “妈妈， 我总是能记住你对我不
好的事儿， 对我好的那些事儿反而记
不清。” 其实每次吼完， 我都很后悔，
这次， 女儿的话一下点醒了我：对孩子
来说， 好的父母不是为他们做了哪些
事，而是没有做哪些事。想到了这一点
后，我决定调整自己的育儿方式：如果
上班累了，回家就不再费劲做饭； 如果
心情不好， 就暂停辅导孩子学习……

总而言之， 就是在和孩子相处时， 能
首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我认为，理想型的父母首先是快乐
的大人，当我们源源不断向孩子传递快
乐的情绪，他们很容易就能从这个家庭
中收获幸福，会让他们增加对家庭的依
赖感和信任感，同时也会更愿意倾听我
们的意见，这样，我们在孩子心目中的
权威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了。

我是单亲母亲， 儿子正处于青春
期， 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到极点。
他很叛逆， 经常顶撞我， 甚至出现逃
学的情况。 我深感焦虑， 但依靠惩罚
和苦劝效果都不理想。

转折点发生在一次深夜 。 那天 ，
儿子又因为琐事与我发生争执， 愤怒
之下冲出家门。 我心急如焚， 四处寻

找 ， 最终在小区的活动场地找到他 。
那晚， 我们坐在长椅上进行深入交谈，
我第一次放下母亲的架子， 以朋友身
份倾听他的心声； 儿子也第一次敞开
心扉， 向我吐露了困惑和压力。

通过这次对话，我意识到过去的教
育方式过于简单粗暴，没有真正走进儿
子的内心世界。 我决定改变，开始主动

学习育儿知识，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
特点和需求，尝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
他沟通，不再一味要求他服从，而是鼓
励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我还主动向儿子倾诉家里的困难，
把他当成大人一般看待； 遇到困难时
不再自己克服， 而是向儿子求助， 并
意外地得到他的鼓励。 儿子和我保证，

他会承担起家庭责任， 让我们俩过上
好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关系逐
渐缓和， 儿子开始愿意听从我的意见，
不再那么叛逆， 学习成绩也触底反弹。
我逐渐在孩子心中树立权威， 这种权
威不是建立在严厉和恐吓上， 而是源
于对儿子的理解、 尊重和支持。

怎怎样样做做孩孩子子心心中中的的
理理想想型型父父母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