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里，小学六年级男孩洋洋因为玩手机游戏的

事，和爸妈发生争执，洋洋又一次把房间门重重关上。

“洋洋，开门啊！”妈妈在门口大声喊。“不，你不把iPad

给我，我就不开门。”洋洋在房内大吼，“说好的，我作业

做好，就给我玩，你们说话不算话。”房间里传出洋洋扔

东西的声音。妈妈在门口劝：“洋洋，你不要急，我们好

好说，你先出来！”一旁的爸爸也说：“洋洋，你马上要上

初中了，不要闹了。你出来，我们好好商量。”

“那你们把iPad给我！”洋洋关在屋里不肯出来。洋

洋爸妈在门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拿这孩子怎么办？

因玩手机游戏 孩子负气锁门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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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2月5日晚，由宁波市教育
局和宁波教育学院联合主办，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宁波市班主任专业发展指导中心、《现代金报·宁波
教育》联合承办，首期“班主任茶座”在宁波大学园区
图书馆举行。

优秀班主任、点评专家和家长代表，围绕着六年
级男孩洋洋（化名）因寒假里玩手机游戏和爸妈发生
争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并给出很多实用招数，家长
们直呼：“这样的活动真棒”“给家里有小叛逆的指点
迷津，太接地气了”……

此次茶座活动在甬上APP和大学园区图书馆微
信公号上直播，在线观看人次逾13万多。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摄影记者 杨辉 通讯员 傅卫平

现场嘉宾一致认为，“叛逆”是孩子用
来表达自我、摆脱父母的控制的一种方
式，是一种“我长大了”的呐喊，家长对此
不应生气，而是该激动，说明孩子在成
长。

如果错失了小时候的教育良机，重构
亲子关系的机会还是有的，“孩子总有说
的时候，这一次，家长一定要真诚地听、
耐心地听，不要打断他，不要去评判。”来
自海曙第二外国语学校的优秀班主任徐
莺莺说，有些家长容易给孩子贴标签、下
定义，比如“你总是这样”“你就是不听我
的话”等，常以这样的口吻指责孩子，喜
欢以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强加给孩
子，很武断，这样孩子就会不愿意和家长
交流和倾诉。“家长也需要学习，学会倾
听，要成为孩子的战友、盟友。”

王晶晶很赞成徐莺莺的观点，她
说，像洋洋这样的亲子冲突肯定是有前
因后果的，“我们应该做中医式的家长，
标本兼治，要搞清楚这个因在哪里。洋
洋的父母不妨先冷处理，生气时不教
育，教育时不生气，先满足洋洋的要求
也没关系，家长退一步并不是说在孩子
面前就没有威信了，重构亲子关系还是
来得及的，中医一般是两三个疗程后再
搭脉调方子。”

王晶晶建议，家长需要改变认知，换
位思考，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下和孩子多
交流，谈谈未来等，“家长不能再以对婴
儿、对儿童的态度面对青春期的孩子，而
是应该与孩子共同成长，完成一个重大
身份的转换”。

寒假里，像洋洋家的现象并非个别。优秀
班主任、宁波市实验小学老师茅燕琴说，不少
家长都向她诉过苦，说家里的教育挺民主，很
尊重孩子，只要要求不过分，都能满足他，所
以孩子小时候可听话了，家里气氛一直挺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孩子变得叛逆了，比如
不答应他玩手机，他就大吵大嚷，根本没办法
沟通，搞得家长很头疼。

“不少家长没有把握好尊重和宽容的尺
度。跟孩子讲道理是没错，但我们得看跟什么
年龄段的孩子讲道理。不少家长搞错了时间
顺序，从孩子两三岁开始就碎碎念式地讲道
理，一讲就讲好几年，讲来讲去都是差不多的
话，到后来，家长刚开口讲一句，孩子就能接
上后面一句，这能有什么效果呢？”茅燕琴认
为，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家长就需要跟孩子
讲规则。

“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属于这个家
的规则。”茅燕琴特别提到了“3W”原则，就
是无论何时、何人、何地，只要规则建立了，轻
易不能打破。比如，“不愿意告诉爸爸的事，可
以只告诉妈妈；不愿意告诉妈妈的事，可以只
告诉爸爸，但是不能对两者都不说”，这是让
孩子知道，爸爸妈妈是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
人，内心的痛苦可以不必独自承受。

“制定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家规，不说
教、不宠溺，全家遵守，与时俱进，这是预防孩
子叛逆期行事出格的根本。”这是茅燕琴的育
儿高招。

家长代表周俏春的做法很好地印证了茅
老师的话，“孩子小时候，因为贪玩，不来饭桌
上吃饭，等到她饿了，想吃时，桌上啥也没了，
我把碗都洗好了，就让她饿着。”这样饿过两
次，孩子吃饭认真多了。“在规矩面前我是动
真格的，没有下一次，就这次！”从小培养的规
矩意识，让周俏春在女儿进入青春期时，母女
间并没出现太大的亲子问题。

可是，很多家长并不是教育方面的行家，
他们在孩子小时候的关键教育时刻，没有把
握牢，等孩子进入青春期才发现亲子问题，那
该怎么办呢？

优秀班主任俞成效来自邱隘实验小学，
家中有一个读初二的女儿，他很能理解案例中
洋洋的父母。“矛盾性是青春期孩子最显著的
心理特征。这个阶段的孩子，因为课业压力和
生理变化，既自信，又自卑；既渴望友谊，但又
享受孤独，喜欢一个人独处。他们的心理极不
稳定，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很多家长
发现孩子容易冲动，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
俞老师讲了个自己女儿的例子，在淘宝上买
衣服，妈妈根据她的要求挑选好衣服，但她不
满意，一定要自己挑选，最终，她选的和妈妈
最初推荐的几乎一样。“可见，这个阶段的孩
子喜欢亲身体验，不喜欢父母包办。因为他们
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想自己的生活自己做
主，所以他们往往对正确合理的建议会故意唱
反调，来追求那个所谓的‘自由’与‘平等’。”

对此，俞成效的建议是，家长需要改变一
下思维方式，努力读懂孩子的内心诉求。“跟
青春期孩子沟通，家长需要更多耐心去理解
他们。千万不能因为亲子关系的恶化，对孩子
冷漠失望，让孩子出现心理疾病。洋洋爸爸不
一定非得破门而入，把批评放后面，把建议放
前面。叛逆是孩子成长中的正常现象，家长应
该多关心、多陪伴。”

点评专家、宁波教育学院教授王晶晶很
赞成俞成效的话，她认为，叛逆是个中性词，
而不是贬义词，孩子“跟你对着干”，并不代
表他就是错的你就是对的，孩子玩手游，可能
是想放松一下，可能是想和同伴交流，家长要
理解孩子的这种需求，“你如果堵上了这条
路，家长是不是可以开通一个其他的通道？比
如一起去打球、看一场电影等，在愉悦的气氛

中与孩子沟通、引导。”

讲道理没错
讲规则更重要

努力理解孩子
先说建议后批评

做“中医式”家长
标本兼治

假期孩子爱玩手机，家长却无从下手
亲子关系如何处理得当，首期“班主任茶座”专家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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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