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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们总是会重复着昨天
的故事，对着孩子不断碎碎念。而孩子，经常听
着家长的碎碎念，就会表现出不耐烦，想要逃
离。碎碎念有什么危害，家长应该如何避免？专
家沙龙上，心理咨询师寇桂兰与家长做了分享。

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神经学科的专家曾经
做过实验，他们选了几十位学生，让家长和老师
对着他们碎碎念，然后拍下脑电图进行研究。结
果发现，老是被碎碎念时，这些学生体验情绪的
脑区会很活跃，而管理情绪的脑区则会变得迟
钝。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当被碎碎念时，他们会
越来越厌烦，甚至暴躁，从而产生对抗情绪。这
就是经常碎碎念的危害。

另外，家长如果经常念叨孩子，在孩子的感
觉上，就是在不断被否定，从而影响孩子的自信
心，也影响亲子关系和学习状态。

那么，如何避免碎碎念呢？寇桂兰给出了几
点建议：

当家长看到孩子的行为觉得忍不住想要说
的时候，应该马上觉察到并暂停，然后深呼吸，
平静下来，跟自己对话。

之后，冷静下来做一个评估：孩子的行为真
的有问题吗？是不是我放大了问题？他这么做的
背后是什么原因……当这样评估以后，人就会变
得理性。如果发现孩子的行为确实需要矫正，也
要讲究时机和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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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要做“细节大师”
而不是碎碎念讲道理

这场论坛，为家庭教育焦头烂额的家长们解惑

每个家长都或多或少检查
过孩子的作业，当你一次次发
现孩子错题比较多，或者错了
不应该错的题时，会不会忍不
住脱口而出一些不理智的话？
初二张同学的爸爸分享了这
方面的经历。

有一次，张爸爸在检查了
儿子作业后生气地说：“你这
些题怎么做的？怎么错那么
多？那么简单的题都做错，你
能考好吗？”

结果，儿子语带不耐烦地
回了他一句：“考不好，不考
了！”

幸亏，在这之后，爸爸开始
了反思，意识到语调和语气对

孩子产生的伤害。
慢慢地，爸爸改变了自己

的表达方式。现在，他会不定
期地问孩子这样几个问题：你
觉得这段时间表现得怎么样？
和以前的你比是进步了还是
退步了？通过这段时间的学
习，有没有总结找到提高的地
方？你感觉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们可以为你庆祝吗？

这几个问题，都是以孩子
为中心，不与别人家的孩子进
行比较的情况下的提问。爸爸
发现，当他改变以后，儿子也
不再反感，双方有了坐下来探
讨交流学习的空间。

问题问得不好，把孩子逼成“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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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通讯员供图

初中的孩子，自我意识渐
强，对于父母和亲子关系，也有
了自己的理解。那么，他们理想
的父母是怎样的？学校也以此
为题，请孩子们来说说自己心
目中理想的父母。

“如果我是爸爸妈妈，我会
让孩子自己去创造属于他自己
的奇迹，让他自己去飞。他要求
什么对他自身有帮助的东西，
我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理解
他。很多人都说，这个年纪的孩
子没有抵抗力，我不这么觉得。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之
努力的梦想，如果为此付出过
了，努力过了，即使没有成功，
也不会留有什么遗憾了吧。我
不会强求我的孩子一定要考几
分，只要他在这场考试中拼搏
过了，为之付出过了，他都是最
好的自己。”这是初一的姜同学

心目中的亲子关系。
“记得看到过一个视频，一

位妈妈叫自己的两个孩子起
床，可叫起来的时候才想起来
今天放假。母亲一边懊恼，又一
边说着对不起，自己忙忘了，两
个女儿在笑。我当时觉得多好
啊，这个母亲会和孩子道歉。其
实道歉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情，只要动动嘴就行。可它又好
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有
时候哪怕父母做错了事，也不
会道歉，难道是因为好面子吗？
也许你觉得沟通和道歉没什么
大不了的，可有时候却能让人
一瞬间想开，往日的心酸与哀
伤都会烟消云散。你看，如果一
句话就能消减那么多不好的情
绪的话，比起面子，哪有美好的
亲情重要呢？”这是初二的李同
学对理想家长的期许。

假如我是爸爸妈妈，我会怎么做？

家庭教育是脚踏实地的工程，更是细水长
流的生活。教孩子做每一件小事，远胜于告诉孩
子们一个个抽象的道理。成功的父母在一定程
度上往往都是“细节大师”：他们要么是运用细
节的熟手，要么是捕捉细节的能手，要么是反思
细节的高手。那么家长可以怎么利用生活中的
细节来教育孩子呢？德育专家葛过春老师结合
自己女儿的故事，为家长们支招解惑。

在葛老师看来，做一件件的小事，比灌输一
个个抽象的道理更好。小事是可以做成的，抽象
的道理却是很难悟进去的。让孩子做小事，小事
做成功了，他就有获得感和成就感，就会对这件
事有信心，就能看到希望。

努力去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也非常重要。有
些家长总觉得孩子没什么闪光点，但实际上，关
键在于如何去看待孩子的行为。比如写字，一个
低龄段的孩子如果写字很慢，很有可能被家长
碎碎念，速度太慢了，那么用力干什么？纸都快
戳破了……但换个角度看，孩子写字非常用力
非常认真，至少态度很好，而这，其实是更重要
的，其他的，是可以引导的。

有时候，也需要通过抓住生活中的一些小
事，来给没有规则的孩子们敲敲警钟。葛老师分
享了女儿小学三年级时候的一个故事。有一次，
女儿与同学去公园玩，玩到错过了18:30的末
班车，爸爸一直等啊等，等得非常生气。但他没
有去批评指责女儿，而是用实际行动给女儿上
了一课。他告诉女儿，因为错过了末班车，两个
人只好走路回家，而且一路上，书包要自己背。
于是，女儿背着沉重的书包，和父亲一起走了
10来里路，走得很累很痛苦。如今，女儿已经工
作多年，但当年的事情令她印象深刻，她意识到
那是她错过末班车需要去承担的。

“有时候，痛苦的体验越深刻，孩子的成长越
迅速。做家长的，千万不要去替孩子成长。”

教孩子做事
比灌输道理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