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家长和孩
子的正向沟通非常重要， 要在彼此沟
通的过程里看见彼此、 发现彼此、 理
解彼此。 沟通是双向的， 家长和孩子
有谈话的需求 ， 沟通时想了解对方 ，
也希望对方能够了解自己的意图。 但
是在很多家庭里， 亲子之间往往不是
在沟通， 而是在单向表达。 要解决这
种家庭问题， 必须从正确的沟通方式
开始。

家庭沟通误区的主要类型如下：
父母的沟通只是为了说服孩子 ，

并不是想和其民主地进行讨论， 家长
在询问孩子意见时不是真正在询问 ，
只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能够同
意自己的意见。 实际上， 在沟通的过
程中， 家长要打破自己内心的一个魔
障， 即 “我是对的， 且我是唯一正确
的”， 想让孩子重新回到谈话状态里，
就不能总要去说服对方 ， 而应该说
“我想了解你 ” “想了解你的想法 ”
“了解你在做什么”。

另一种沟通误区是家里没有人听

孩子说话。 很多家长和孩子沟通时只
有对事情的沟通， 比如 “今天作业写
完了？” “上课被老师表扬没？” “考
试结果出来了？” 却没有感情的沟通，
比如 “今天心情怎么样？” “你这么开
心是因为发生什么事了？” ……咱们换
位思考， 如果孩子天天问家长 “工作
做完了吗 ？ ” “这月工资挣多少 ？ ”
“工作任务有没有完成？” 你会怎么想？
家长应该关心的是情， 多进行情感的
交流。

真正的沟通， 首先需要和孩子进
行信息方面的了解， 通过了解孩子的
兴趣爱好、 孩子的社交、 孩子的情绪、
孩子最近发生什么事， 你和孩子才有
谈话的基础。 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告诉
家长自己的兴趣爱好， 因为他判断你
不喜欢他的兴趣爱好。 沟通的最重要
目的是对信息的了解， 只有互通有无、
彼此了解， 最后才能产生信任。

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不孝顺， 不知
道赚钱有多辛苦， 不知道感恩， 其实
是他们没有在日常的沟通中给孩子传

递相关信息， 孩子根本不知道。 父母
是孩子接触社会的桥梁， 如果父母能
够和孩子聊聊自己的工作状态， 或者
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工作状态， 或
者把你从事各个行业的朋友约到家里
来吃顿饭， 孩子的职业启蒙通过日常
就能了解。

沟通的第二个目的是情感支持 。
孩子有时候遇到的困难不是家长能解
决的， 但是可以给予情感支持。 做好
父母这件事和收入、 学历没有任何关
系， 而是和父母是否把孩子当成独立
的人有关。 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够解
决孩子的所有需求， 家长也不可能替
代孩子解决他们人生中的所有问题 ，
能做的是给孩子情感支持。

沟通的第三个目的是达成一致。
如果孩子在10岁以上， 想培养孩

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希望他以后在
社会上有一席之地， 那么家长请在一
些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听孩子的 ，
家长只提供思路， 让孩子试着做决定，
以此锻炼孩子的能力。 很多家庭担心

孩子出错， 担心多花钱， 所以不让孩
子做决策， 但是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们和社会的接触， 都是通过一次次
自己做决定的过程训练出来， 家长要
给他们提供练习的机会。

沟通是一门学问， 学问的背后是
家长真正去关心孩子。 随着孩子能力
的增强， 家长要减少对孩子的指手画
脚， 增加对孩子的倾听， 倾听确实比
表达更重要。

本报记者 任洁 杨琳琳 余翠平

谭先生 科研工作者 儿子11岁 共情又有温度的沟通，让孩子一天比一天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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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家庭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有了好的沟通才能有
好的亲子关系， 才可能开展好的家教。 如何给孩子提供一个正向的
沟通关系， 避免陷入沟通误区影响亲子关系？ 听听家长和专家的建
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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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给给孩孩子子搭搭建建
正正向向的的沟沟通通关关系系？？

很多时候， 父母都希望孩子尽早
独立 ， 能自己解决问题 。 可事实上 ，
当孩子遇到问题， 家长的反应或者说
劝解， 往往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

比如孩子把玩具丢的到处都是 ，
我们家长可能会批评他， “让你不要
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 总给我找事儿
干， 嫌我不够累？” 又或者孩子和其他
小朋友发生了矛盾， 哭得正伤心， 我

们家长却在一旁说 “有啥好哭的， 多
大点事”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的
沟通会让孩子对挫折和困难心生畏惧，
更让孩子失去了直面冲突的勇气和智
慧。 有时候， 接纳孩子的失败和伤心
比追求孩子的成功与快乐更重要。

可以说， 先接纳孩子的情绪， 再
鼓励孩子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 更能
锻炼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解决问

题的事后， 作为过来人的家长常常以
“有经验” 自居， 给孩子提出这样或者
那样的建议， 但孩子却不领情、 甚至
还会闹情绪， 这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
问题是经验不能代替体验。 就像伴侣
抱怨最近工作好累啊， 这时候你给出
建议： 你要学会把工作区分轻重缓急。
看起来像是一个好心善意的提醒， 但
更像是你在指责她， 指责她平常没有

区分轻重缓急。
沟通专家表达过一个观点， 我很

赞同， 那就是除非对方明确要求， 否
则我们所谓给当事人的建议， 都是一
种变相的指责。 所以， 在不管是在跟
孩子相处还是伴侣相处， 都要格外注
意， 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孩子提供充足
共情和情绪价值， 在相信孩子的基础
上柔性沟通， 孩子会越来越好。

王先生 公司职员 女儿14岁 跟孩子交流时多鼓励多赞美

我年过40岁， 女儿14岁， 在读中
学， 说来惭愧， 我是一个沟通能力很
差的家长， 跟女儿的关系一度很糟糕。

怎么说呢， 周围的人都说我本质
很善良， 就是说话难听， 可能是受原
生家庭影响， 我爸爸性格就不好， 所
以我不够阳光， 也不外向， 不善于表
达， 很多时候都是板着脸， 看事情经
常看到糟糕的一面， 说出来的话， 很

多时候本意是好的， 但是， 别人听起
来就觉得很不好听。 为此， 我爱人经
常跟我冷战， 女儿跟我的关系也不好。
其实我非常爱女儿， 但由于老是板着
脸批评她 ， 所以她很 少 跟 我 亲 近 ，
有什么话只跟她妈妈说 ， 我爱人也
不算外向， 进入青春期后， 女儿就不
怎么跟我们沟通， 有几次还产生了心
理问题 ， 我们带她去看过心理医生 ，

效果也一般。
认识到正向沟通的重要性后， 我

开始学着改变自己。 首先， 跟女儿交
流时， 试着多夸孩子。 此外， 多带孩
子出去玩 。 当孩子特别开心的时候 ，
试着跟孩子谈心， 不管孩子说地话自
己高兴不高兴， 都学着先平静地接受，
凡事尽量多鼓励多肯定 ， 哪怕批评 ，
也尽量采用温和的方式温和的语言 ，

试了几次后， 亲子关系有了很大的改
善。 当我采用类似的方式和爱人相处
时， 凡事多赞美、 多肯定， 爱人对我
的态度也好了一些。

我觉得经营亲子关系是一门很大
的学问， 每对父母都要不断学习、 不
断提升， 当我们多鼓励孩子、 多赞美
孩子 ， 孩子的状态肯定会越来越好 ，
亲子之间也就建立了正向的沟通关系。

孙女士 自媒体运营者 儿子12岁 以事实为依据展开沟通，让孩子感到被重视

随着儿子年龄增长， 他和我们的
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经常抱怨我
们不理解他的想法和感受， 并为此感
到沮丧和愤怒， 我们也因为他的不配
合和叛逆行为感到困扰。

在和老师沟通， 并阅读育儿书籍
后， 我发现是家庭教育方式出现问题。
我们因为工作忙缺乏耐心， 常常打断

儿子的求助和说话， 习惯直接下结论，
对他的行为指手画脚， 让他感到自己
的声音被忽视， 变得封闭起来， 所谓
的叛逆也是他对抗家长的一种方式。

找到问题症结后， 我找儿子详谈，
得知他确实在这方面对我们不满， 我
就向他承诺会改变。 此后， 我们尽量
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内容和应酬， 增加

亲子相处时间， 并学会按捺脾气， 耐
心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 再给予回
应。 这种态度让儿子感到被尊重， 开
始更多地分享自己的想法。

同时， 当儿子犯错时， 我们不再
立即给出负面评价， 而是先询问他犯
错的原因和动机 ， 了解 事 情 的 全 貌
后再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建议， 这种

以事实为依据的沟通方式减少了误解
和冲突， 也让儿子愿意直面问题， 尝
试改变。

为了增进亲子关系， 我们还会安
排一些共同的亲子活动， 如一起看电
影、 做科学实验等， 让彼此有了更多
机会交流想法， 也让儿子感到自己被
重视， 儿子表示愿意继续努力。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成长教育专家 兰海 真正关心孩子，倾听比表达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