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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周刊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
和父母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摩擦总会有，
顶嘴的孩子也不在少数，一位家长吐槽8
岁的女儿总和她顶嘴，比如孩子总把“不”
挂在嘴边，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就不
行”。这个家长也特别无奈，她怎么说孩子
好像都听不进，时刻处于亲子冲突爆发的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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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燕：宁波教育科学研究所学生成

长指导研究员、宁波市名师
符亚文：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副

校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叶菲：江北区中心学校高级教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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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为什么会顶嘴呢？首先我们要认
识到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然过程。其次，我
们做家长的要学会探究顶嘴背后的心理
根源：

第一，寻求独立和控制权。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渴望独立和掌握

自己的决策权，“抬杠”“顶嘴”可能是他们
试图表达自己独立思考和主张的一种方
式，希望获得更多的控制权。经常说“不”，
是孩子希望对周围产生影响，是孩子能力
的增长，所以他急于向别人表现：“我长大
了，我能行。”希望能按自己的意愿行动。

第二，测试权威和边界。
孩子有时候会挑战权威，包括父母、

老师和其他成年人。他们想要了解权威的
真实力量，并试图扩展自己的边界。比如
孩子迫切想要一个玩具，父母不让买，孩
子偏要，就会顶嘴、反抗，甚至耍无赖。孩
子的这种表现，可能是出于对成人底线的
试探。他想知道成人对他的顶撞和反抗会
有什么反应，同时也告诉大人：“我已经不
是个小屁孩了。”家长在遇到孩子这种试
探底线式的顶撞和反抗时，一定要明确地
表明自己的态度，坚持原则，允许或不允
许都要彻底地执行。

第三，表达不满和需求。
小学阶段孩子的行为模式更能反映

家长的教育方式。孩子顶嘴很可能因为他
感觉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被忽视、被误会，
从而想要为自己发声，有的想要家长信守
承诺，还有的想要家长以身作则。比如家
长自己玩着手机，却让孩子放下手机学
习，自然会遭到孩子的反抗和顶撞。

家长要孩子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好；
要孩子改正的缺点，自己先要积极地改
正，这样才能让孩子认可并接纳家长提出
的要求。

孩子顶嘴不一定是坏事，引导孩子用
正确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通过良性沟
通，共情孩子、理解孩子，才是父母在孩子

“顶嘴”时最需要做的事。要准确地理解孩
子，就需要做到无条件信任、换位思考和
有同理心。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和孩子沟通时
要避免三个雷区：第一是场合雷区，家长
要把孩子当“人”，一定要尊重他的自尊需
求，当有外人在或者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记得不要急于沟通。第二是情绪雷区，当
心情不佳时，家长不要急着沟通，等静下
来后再找合适时机。第三是状态雷区，当
孩子过于激动或者疲惫不堪的时候，家长
要先接纳，平复孩子的情绪后再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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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会和孩子“好好说话”吗？
针对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专家们一一分析和建议

亲子沟通是所有父母都要面对的育儿课题。1月9日、11日、13日，宁波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宁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联合甬派APP，特别推出“家校社共育，护学生成长”

专题论坛，围绕小学、初中、高中亲子沟通开展系列讨论，为家长提供场景化、可实操的建

议。记者从中撷取部分常见情景案例，以飨读者。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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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步入青春期，特别是
进入初中后，烦恼随之而来，很多家
庭面临着一个几乎相同的困惑：家
里的这个孩子越来越难沟通了。有
一位妈妈说：我很想和孩子交流，但
孩子老说我不懂他。同住一个屋檐
下，家长和孩子的心却很远。

嘉宾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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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亲子沟通不畅的背后，
是因为孩子在和父母的沟通中，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1.孩子感到父母太专制、强势，
自己不被理解，父母喜欢用控制化
的语言来说话。如，现在就去把没有
完成的作业写完，否则就别想睡觉；
你给我闭嘴，我说那么多是为了不
让你走冤枉路，都是为你好。

2.沟通中充满批评、指责、讽刺
和嘲笑，自己不被接纳。如，这件事
情就是你做的不对，还死不承认；
你看人家小明，学习成绩好，又听
话，你能有人家一半我就心满意足
了。

3.感受到父母的审问和怀疑，
自己不被信任。如，你开着电脑干什
么，又在玩游戏吧（其实也许在查资
料）？这次考这么好，是你的真实水
平吗？我怎么有点不相信呢？

4.觉得父母太唠叨，说教，自己
不被重视。如，你不应该那样做，你
应该这样做；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做
一个有出息的人，否则养活自己都
困难。

这样的沟通多了，孩子觉得
自己不被理解，不被重视，不被接
纳，不被信任。于是，他们要么跟
父母争吵，坚持自己的立场，要么
就不想和父母沟通了，亲子关系
越来越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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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多少家长抱怨：自己的孩子曾经无
比乖巧，结果上了高中就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一回家就把房间门一关，大人说话也不
听，沟通时讲不到两句话就会开吵，还会出
现“冷战”现象。

嘉宾解读
陶志琼：宁波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全

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程赞红：象山县第二中学心理教师、浙

江省心理健康教育先进个人
钟爱萍：宁波市第二中学教师、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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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孩子亲子关系出现问题，一般都
是语言沟通上出了问题。亲子沟通是每个家
庭的必修课，但在很多亲子沟通中存在“命
令”和“安排”，引发高中孩子的抗拒和叛逆。
那么，父母怎么讲才能让孩子听得进呢？

“非暴力沟通”中谈到了沟通的4个环节
“观察、感受、需要、请求”，这个沟通方式能
帮你在沟通上缓解紧张的亲子关系。

比如，你的孩子现在是高一学生，只要
有空都会拿手机玩，但在不尽如人意的9门
学科单元测试后，你开始想管控他的手机，
却迫于无奈已经失败多次，那么不妨试试以
下的方法：

步骤一：观察。“高中一个多月过去了，
每天晚自习一到家就玩手机，时间每次都是
超过半小时的。实际上，老师已经有反馈，说
你某些课上有点犯困。”

步骤二：感受。“我很担心，每天这半个
多小时会让你的大脑在睡前处于比较兴奋
的状态，对你睡眠很不利，课堂上犯困情况
会改变不了。”

步骤三：需要。“我需要你每天睡眠充
足，早上精神饱满，不影响听课状态。”

步骤四：请求。“可否减少使用手机的时
间，比如每天就玩15分钟？”

在整个过程中，家长全程心平气和，没
有任何指责、唠叨和强势的禁止，而是站在
了孩子的角度，尊重了孩子的内心需求，相
信孩子更愿意接受。

总之，好的亲子关系需要父母用心去倾
听，主动去理解孩子，这是避免引起“冷战”
的重要一步。同时也需要父母自身不断提
升，因为做好自己、维持家庭和睦，就是引导
孩子成长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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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亲子沟通指南专场直播现场初中亲子沟通指南专场直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