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常说，孩子进入青春期，
亲子关系就像是一场场沙尘暴。青
春期的孩子大脑正处在持续的发
展之中，脑结构的剧烈变化会影响
到情绪判断、行为组织和自我控制
等方面，因此孩子整个状态不太稳
定是非常正常的。

因此，宁波市心理健康教坛新
秀、曙光中学王丹春老师建议家长
在与青春期孩子沟通时，家长应不
加评判地倾听、无条件地积极关
注、温柔且坚定地规范，最后一定
要践行和孩子之间的承诺。

此外，鄞州区优秀德育导师、
堇山小学王琼老师强调“打击式教
育要不得”，她指出有些父母会对

“你的未来有多惨”通常极尽渲染，
怎么难听怎么说。心理学上有一种
现象，叫做对亲人过度的担心等于
诅咒，所以这种“打击式教育”又被
称为“诅咒式教育”。经常被父母
打击的人，会极度自卑，常常会陷
入强烈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
情绪中不可自拔。甚至最后，会沿
着父母给自己种下的“诅咒”，活成
父母“诅咒”的样子。“打击式教育”
的弊端远不止心理上的伤痛，其背
后隐藏的还有某种思维的控制和
颠倒。

王丹春最后指出，做亲子沟通
时，家长要认识到孩子的独立性，
站在孩子角度理解他，以平等的身
份尊重他，以理谈事说服他；既指
出问题，又给足面子，既找到不足
又善于肯定。

青春期孩子
情绪多变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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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周 刊

亲子沟通，怎么才不会把天聊死？

精准鼓励、践行承诺才能让沟通更有效

“ 这 次 怎 么 才
考八十几分，你脑
子是干嘛的？”“不
用跟我解释了，我
知道这是怎么一回
事。”在生活中，你
是否不经意间对孩
子说过这些话。殊
不知这样的话，是
孩 子 最 不 愿 意 听
的，起不到任何效
果。

12 月 14 日，宁
波市百优班主任、
鄞州区名班主任、
横溪镇中心小学老
师俞瑜面向学校五
年 级 200 多 位 学
生，做了一个有关
亲子沟通的调查。
本次调查的题目是

“最喜欢听到父母
说的话”和“最讨厌
听到父母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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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胡谷怀

怎么算“有效”陪伴？
60多位中小学名优班主任
分享实践中积累的教育智慧

一个学期又要进入尾声了，身为
老师、身为班主任，围绕孩子的学习、
生活等方方面面，有许多想对家长说
的话。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宁波教育
学院组织的宁波市中小学名优班主
任高研班结业论坛上，已经接受两年
培训的60余位学员，通过线上直播平
台分享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教育智
慧。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张龙富 张飒英

寻找家校合作的最佳渠道

如今家校合作已成为学校和家长
普遍关注的问题，双方都在寻找沟通
与合作的最佳渠道。这次培训，主要
是通过国内高等学校名校研学、江浙
沪中小学名校访学、班级管理课题研
究、主题论坛讲座等集中培训，以及通
过名班主任工作室、小组合作学习等
活动，助推名优班主任汲取先进的教
育理念，不断夯实自身的教育底蕴。

从学习习惯养成、假期安排再到
家长心态、亲子陪伴、青春期教育、考
前调整等，学员们根据学生成长的需
求，更深入地把握学生发展所需的一
切“养分”。

“哪些因素促使孩子在学习能力
倾向测试上得高分？是取决于智商，
还是社会条件，抑或是经济地位
……”宁波市实验小学班主任茅燕琴
给出的观点是，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
是促使孩子在学习能力倾向测试上
得高分的最关键因素。家长需要知道
的一点：并不是只和孩子待在一起就
算是陪伴，边陪孩子边玩手机，各顾
各的，这样的陪伴，并不是有效陪伴。
家长一定要以孩子为中心，以孩子的
兴趣和爱好为出发点，为孩子提供教
育和学习资源。“只陪伴，不设限”，能
更好地为孩子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

家长们感叹收获满满

宁波市第十五中学班主任徐嘉勇
提到，“教育”二字带来的强大使命感
和紧迫感，让我们忽略了这样的事
实：我们与孩子之间先有关系，后有
教育。

也有类似看法的余姚市梦麟中学
班主任汪卫兵认为：“家庭教育贵在
坚持、重在潜移默化，即要有心栽花，
也可无心插柳，当然亲子关系很重
要，沟通很重要，不好说的时候，不妨
写写信。有段话说的真好：教育的本
质是父母的自我修行，成长的本质是
孩子的自我觉醒，所谓父母子女一
场，不过是彼此肩并肩成长。”

活动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甬上
云校等平台全程直播“师·说：家长，
我想对您说”主题论坛活动，观看人
次超过20万，反响热烈。

在线收看直播的家长纷纷感叹这
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为家长们开展家
庭教育提供更多参考路径，有家长留
言道：“全程观看了这次班主任直播
论坛，深受感动，班主任工作很辛苦，
那么多优秀的老师从工作实际出发，
分析了每个阶段孩子的成长特点，提
出了针对性的育儿策略。家庭是孩子
成长的第一课堂，我们做父母的要终
生学习，陪伴他们成长。”

最讨厌听到父母说的话

1、这次怎么才考八十几分，你
脑子是干嘛的？

2、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是干
嘛的？

3、你看看别人考了多少，再看
看你！

4、你知道吗？你还不如你妹妹
乖。

5、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不爱
说话的孩子，是不是哑巴了？

6、你好烦啊！走开！
7、妹妹小还不懂事，撕了你的

纸飞机，你再折一个不就好了，多
大点事。

8、要不再给你报个补课班。
9、反正你已经放弃自己了，还

念什么书呀！
10、不用跟我解释了，我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孩子最喜欢听的

1、你可以继续加油，考得更好。
2、今天我们休息，带你去海边

疯一天。
3、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4、不要怕，我和你一起。
5、这次考得不错，陪你打羽毛

球。
6、今天晚上请你吃大餐！
7、这次考试有进步！
8、这次表现不错，带你去玩，

给你买吃的。
9、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题。
10、你是妈妈的骄傲。

这次调查是横溪镇中心小学
12月份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活动
内容，面向刚进入青春期的五年级
学生。俞瑜作为学校的心理老师，
经常会听到家长抱怨孩子进入青
春期后似乎变得越来越难相处。俞
瑜老师感慨：“我身边经常会有这
样的案例，父母苦口婆心，孩子无
动于衷，这让爸爸妈妈们非常恼
火，一气之下更容易放出狠话，从
而激化矛盾。”

良好的沟通模式从来都不是
父母居高临下的指责，也是不唐僧
式的念叨，处于这样沟通模式下孩
子不但不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还
会更加叛逆，让父母和孩子在心理
上南辕北辙，形同陌路。“因此，我
想做这样一件事，接下来我会把调
查结果反馈给父母，帮助大家更好
地亲子沟通。”俞瑜说。

在收上来的调查问卷中，俞瑜
老师发现与父母沟通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责怪孩子考差了；把孩子
跟其他同学作比较；要求老大让着
老二；缺少陪伴等。

此外，记者还发现家长鼓励性
的话大多比较简短，比如“这次考
的不错！”“你太棒了！”“请你吃大
餐”等。

对此，俞瑜老师说：“这次调查
也反应出一个问题。家长对孩子的
鼓励、表扬主要是集中在学业上，
但又缺乏精准鼓励。这样的鼓励不
够作为下次努力的动力。”

如何才能精准鼓励？俞老师以
考试为例，孩子有进步了，家长可
以说“这个考试比前一次有了很大
进步，是不是在学习方法上有了改
进？还是你吸取了前面的错误经
验，能跟妈妈讲一下吗”或者“进步
这么大，肯定是你最近的学习效率
提高了”。

考得不好了，家长可以说“你
考差了，一定很难受，妈妈愿意听
听你对这次考试的感受”或者“考
试检验我们最近的学习状态，妈妈
想跟你一起来总结一下问题的原
因出在哪”。

精准鼓励
能让孩子更有动力

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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