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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第一次学会爬的时候、第一
次学会走路的时候、第一次学会叫爸爸
妈妈的时候、第一次学会用筷子吃饭的
时候……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相
信许多父母都会有不少感慨，也会有不
少想对孩子说的话。对此，您有什么关于
孩子的成长故事想与我们分享吗？欢迎
大家来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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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课堂

小贴士

青春期的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策略
韩健 徐勤玲

孩子由童年期进入青春期以后，身体和心理
获得快速成长。与此相应，孩子对自主性的要求
越来越强烈，他们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如果父母再拿他们当小孩子
来看待，沿用过去的教育方式，给予孩子过多的
控制，势必引发孩子的反抗，导致亲子之间的冲
突。但是另一方面，青春期的孩子还没有完全成
熟和独立，在很多方面不具备明智决策的能力，
仍然需要父母的指导和帮助。

青少年对自主性的强烈需求和探索人生的
冲动，与父母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之间的矛
盾，构成了青春期亲子冲突的主要根源。适度的
亲子冲突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通过冲突，孩子可
以进行自我表达，父母可以了解孩子的需要。但
是长期而频繁的亲子冲突，会阻碍孩子的成长。
因此，父母应顺应孩子的发展要求，全面调整自
己的教育方式，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指导孩子
健康成长。

首先，父母要给予孩子一个自主的领域和自
由的空间。孩子要求独立自主，父母不妨顺应这
一需要，在某些领域给他完全的自主权，比如穿
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只要不损害健康或者有
违道德风俗的，完全可以由孩子自己来决定，孩
子自己做主有助于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孩子在家

中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其中的布置、物品的
摆放，要由孩子自己安排，孩子在其中的活动应
该相对自由和独立。父母要对孩子的空间给予足
够的尊重，进入前要先敲门示意，在其中不要随
意翻动孩子的物品。父母还要给孩子留出足够的
心理空间，青春期的孩子有些话不愿意跟父母
说，那么父母就不要不停地追问，而应该认识到
这是孩子要长大成人的标志。

其次，父母要对孩子的探索行为给予支持。
青春期的孩子会从多个方面展开探索，比如音
乐、绘画、摄影、运动等，以体验人生的多种可能
性。对此父母应给予引导和支持，比如孩子喜欢
绘画，父母可以陪同孩子一起看画展，欣赏绘画
作品，鼓励孩子作画并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
的绘画作品，不知不觉中父母和孩子双方的审
美力都得到了提高。只有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孩
子才能形成完整的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
道路。父母在支持孩子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与孩
子一同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会发现生活对他
们仍然具有全新的可能性，于是父母的世界也
被打开了。

再次，父母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青春
期的孩子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需要父母的指导
和帮助。一方面，良好的沟通有助于父母及时了

解孩子的需要，针对需要作出有利于孩子的反
应，促进孩子成长。另一方面，父母通过与孩子沟
通，可以适时地讲明规则，规范孩子的行为，提出
要求和期望，为孩子的发展指出方向。良好沟通
的方法有：父母要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鼓
励孩子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父母要
专注地倾听，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不把它强加于孩
子；父母要把孩子当作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让孩
子参与家庭事务的决策，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活，在共同的家庭活动中增进交流和理解；良好
的沟通要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话题存在于感兴
趣的事物中，父母要关注孩子喜欢的事物，适度
参与到孩子感兴趣的活动中。

最后，父母要逐渐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决
定。孩子最终要走向独立和成熟，能够独立作出
明智的决策的能力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父
母要逐渐放手，给予孩子选择的机会，让孩子在
选择中学会作决定，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当孩子面临比较重要的选择时，父母的作用是帮
助孩子明晰选择的动机和理由，想要达到的目
标，让孩子自己作出决定，通过行动检验目标是
否实现，得出结论，以作为下次面临类似选择时
的经验和参照。经过这样的选择过程，最终让孩
子形成理性决策的思维习惯。

写给儿子的第一封信还是在他出生尚未满
月的时候。那天我下班回家，照例来到摇篮旁“欣
赏”儿子。当我从摇篮的这一边转到那一边时，我

惊喜地发现儿子那可爱的小眼睛跟着我转，我如
孩子般地跳起来告诉他妈：“快来看，乖乖的眼睛
会盯着我转呢！”妻子也很高兴同我一起分享
快乐。

那天晚上，我很兴奋，总觉得有一种莫可名
状的冲动，让我无法入眠。辗转反侧很久后披衣
坐在桌前，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写下这么几句
话：“小乖乖（儿子当时还没起名字）：你的眼睛会
找方向了，是观察力的体现，老爸好高兴。”写完
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从那以后，这种冲动便常在我的胸中萌发，
不吐不快。儿子会叫人了，第一声叫出的居然是
含糊不清的“爸爸”。我在信中写道：“朋朋，今天
你会开口叫人了，我衷心地祝贺你。可你叫出的
第一声应该是‘妈妈’呀，为了你的出生，你的妈
妈忍受了剧烈的阵痛，作出了伟大的牺牲，你可
要感谢妈妈哟！快快长大吧，孩子，我和你妈盼望
你一天一个样，我们等着教你唱歌呢。”

儿子慢慢会走路了，我提醒他注意脚下的
路，别被利石所伤。儿子吃饭有时候没有吃完，我

便告诫他要节约粮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儿子从幼儿园带回一句脏话，我足足给他上了半
个小时的“政治课”，并在信中教育他如何做一个
讲文明有礼貌的孩子。不知不觉中，那本记录着
儿子成长历史的“信集”已有五十几篇了。

后来，儿子慢慢长大，能够认识一些字，我便
常常拿出“信集”给他念。小家伙有时听得着了
迷，就一个劲地问：“爸爸，这是真的吗？”我说：

“当然是真的，我在给你写信呢，这也是你的成长
史，看你长大成人后，感觉羞还是不羞？”儿子听
后淘气地做了个鬼脸。

久而久之，儿子在我们的眼中变得更加乖巧
了，一些不良的习气在“听信”的过程中渐渐改
正，他好像真的害怕我给他写的成长史以后看起
来害羞。

给儿子写信，既是对儿子的提示，亦是对自
己的省思。“给儿子当榜样”成为我的信条。我给
儿子描绘着人生的轨迹，儿子成为我做人的督察
员。当儿子能够读懂这些信件时，也算是父亲给
他储蓄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了。

青春期是孩子身心快速发育，走向
成人阶段的关键时期。孩子会经历容貌
和身材上的巨大变化，其中的不确定性
会让孩子对自己的外貌产生敏感、焦虑、
担心以及不满的情绪，不知道自己以后
是胖是瘦、是高是矮，会不会变丑。同时，
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进入以自我为中心
的新阶段，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总认为别
人在看着自己，因此格外关注自己的颜
值；情绪也会随之产生较大的波动，非常
渴望得到别人，尤其是父母的肯定。如果
父母无意间评论了孩子的长相，或总拿
孩子的长相开玩笑，比如“眼睛小”“鼻梁
塌”“脸盘大”“痘印多”“长不高”等，很可
能让孩子感到不自信，产生容貌焦虑。尤
其是女生，如果在家里和父亲关系不好，
平时易受苛责，再被拿出来和其他孩子
比，内心创伤会更大。

除此之外，社会和班级环境也会对
孩子造成一定影响。影视娱乐业的造星，
以及美容行业铺天盖地的广告，会让他
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容貌，加重一些孩子
敏感、自卑、焦虑的情绪。在班级里也可
能有比较的风气，如评选“班花”“校草”
等，有些孩子会因此挫伤自尊和自信。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
认识自己的容貌，克服容貌焦虑呢？一方
面，要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正确认识青
春期的心理发展特点，千万不要拿孩子
和其他人比较，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夸大
外在形象的重要性。尤其是父女之间，要
尊重、平等地沟通，不要呵斥、责骂，或过

于专制，以免伤害孩子。对已造成的伤
害，如经常开孩子外貌的玩笑，真诚地向
孩子道歉；平时多注意孩子的言谈，判断
孩子“容貌焦虑”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
问题。比如孩子频繁提出想买化妆品甚
至去整容，或流露出长得不好看、身材有
缺陷会被人排挤或瞧不起等想法时，家
长应注意，这可能与孩子有不良人际关
系，或遭受过与外貌相关的大量叠加性
的心理创伤有关。家长要帮孩子判断人
际关系是否健康，找出根源并解决问题。
如果是“青春痘”的问题，则要告诉孩子
情绪不好也会长痘，帮孩子有意识地平
复自己的情绪，转移注意力。如果出痘较
严重，应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治疗。

另一方面，要多肯定、鼓励孩子，培
养孩子对美的正确认知。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正处在变化的时期，容貌、身材还
未定型，可适当打扮，但不要过度。注意
不要打压孩子的爱美之心，以免孩子对
美产生认知偏差，认为爱美是肤浅的表
现。父母应努力让孩子认识到美的标准
有很多种，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美，
不必落入他人的审美标准中。有容貌的
美、气质的美，也有精致的美、健硕的
美，而这些美所综合而成的体现就是孩
子自己，所以孩子就是爸爸妈妈眼中最
美、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家长应帮孩子
将注意力投向“精神长相”的修炼上，培
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和良好的品格，修炼
内在的智慧和能力。

（《生命时报》郑莉）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东西最近总是
损坏或丢失，身上有不明原因的淤青、伤
痕，行为举止变得反常，比如本来活泼开
朗的孩子突然沉默寡言、心事重重，跟家
长说不想去上学，或改变上学的路线、让
家长到另一个门口接送，在被拒绝与忽
略后，表现出对抗或消极抵抗、放学后不
按时回家甚至逃课等，应高度注意，孩子
可能在学校经历了不好的事情。

很多情况下，无论家长用什么手段，
孩子都不愿意说出在学校发生了什么。
因为大部分被欺凌的孩子都会受到威
胁，害怕说出来会遭受更严重的欺负与
报复。另外也有可能与家庭教育相关，比
如缺少父母关爱，没有安全感，受欺负时
不相信父母能帮助自己；父母管教过于
苛刻，导致孩子在外受欺负后把错误归
结到自己身上，担心告诉父母后被批评。
还有些孩子认为“受欺负”是一件很丢人
的事情，尤其是平时常被老师家长表扬
的孩子。当孩子受欺凌但不愿说时，家长
可以通过以下四点加以引导。

一、选择时间相对充裕、孩子心情好
的时机沟通。孩子受到欺凌，家长一定非
常担心与着急，但是如果不顾孩子情绪，
不分场合地直接提问，很难听到孩子的
实话。家长可选择孩子心情相对较好的
时候尝试提问：“最近在学校有没有什么
开心的事情？”孩子愿意表达后再问：“除
了开心的事情，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不开
心？”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
经历。

二、站在孩子身边，无条件地理解与
支持孩子。如果家长在孩子受欺负后还
加以训斥，对孩子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家长一定要站在孩子身边，告诉他：“我
们是你的坚强后盾，任何时候你都可以
向我们求助。”并对孩子的感受表达充分
的理解：“我知道你害怕遭到报复，担心
爸爸妈妈帮不了你。但是我们一定会尽
最大的力量来帮你。”让孩子感受到来自
父母的支持与力量。

三、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用尽各种
办法孩子还是不肯开口，家长要适当地
示弱，表达自己的感受：“爸爸妈妈真的
非常担心、着急，我们很想知道发生了什
么，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但是你一直不
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等你准备
好了，我们一起聊聊好吗？”孩子听完后，
会开始思考和体会父母的感受。

四、用启发式提问的方式引导孩子
说出更多信息。当孩子开口后，家长要
放下评判与迫不及待解决问题的态度，
耐心地听孩子说，并用启发式的提问引
导孩子说出更多信息。比如：“当时你是
什么感受？还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处
理的？你还能想到其他办法吗？”获知事
情的原委，为孩子提供有效的帮助。在
处理事件时，家长要让孩子充分感受到
被爱与重视。同时，要教会孩子识别校
园欺凌，鼓励他们大胆说“不”，教孩子
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及时寻求
帮助。

生活中，父母要注意与孩子建立情
感连接，向孩子传递爱的信息，持之以
恒地做出让孩子感觉到被爱与被重视
的举动，让孩子信任自己。当孩子感受
到来自父母的安全感，今后遇到事情就
会主动向父母求助。

（《生命时报》卢丹丹）

给儿子写信
明伟方

我带儿子玩泥巴
王大庆

别拿孩子容貌开玩笑

保护孩子先学会倾听

一个阳光明媚的假日，我不知怎么突然萌发
童心，对正闷着头看电视的儿子说：“翔翔，走，爸
爸带你去玩泥巴。”

儿子一听说我要和他一起去玩泥巴，顿时来
了兴趣，拽着我的衣角就往楼下跑。

我骑自行车带着儿子来到了城郊一条小河
旁，拿出随身携带的花锹花铲，在一处比较平缓
的河畔玩起泥来。我们先挖泥，随后将泥土中的
杂物拣尽，到小河里去掬一捧清水，将泥土和匀。
然后将泥土放在手里反复揉搓，以增加它的
黏性。

我先将泥土揉成两个泥球，一个给儿子，然
后我们一起将泥球塑造成各种模样。小泥球在我
们的手里一会儿是足球，一会儿是苹果，继而又

成了桃子，最后又变成了一串葡萄。接着，我又将
泥球揉成泥条，引导儿子将泥条变换成钢笔、电
池、小树和房子。

儿子越玩越高兴，越玩越有劲。一双小手不
停地在泥土中翻滚着，最后干脆脱离了我的思
路，凭自己的想象进入他的“泥塑世界”了。一会
儿搓条长的说是蛇，捏个长尾巴大耳朵的说是
鼠，还有什么猫呀、狗呀、鱼呀……我在一旁看儿
子玩得这么开心，这么专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自己的童年。

我们小时候除了喜欢捉蛐蛐，粘知了，再就
是玩泥巴了。我们常常躲在屋后的角落，用锹
挖一个塘，将泥和匀后，随心所欲地乱捏模样。
捏得最多的就是手枪，这可能是男孩子的最爱

了。我们几个娃聚在一起做手枪，比一比看看
谁的最像，结果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最像。更有
趣的是用泥抹鬼脸，玩泥玩到差不多时，调皮
的小伙伴，便用沾满泥土的小手互相在对方的
脸上乱涂乱抹，成了一个“鬼脸”后又互相嬉笑
着追逐。

玩泥巴，是孩子感受自然、探索自然的一种
简单、天然、便捷的方式，而且在轻松的玩耍中，
能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专注
力。带孩子出去玩泥巴，带领孩子接近大自然、认
识大自然，和孩子一起找回大自然中的童年欢
乐，让我们牵着孩子的手，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怀
抱，这或许是我们给孩子，也是给我们自己最好
的礼物。

征稿启事

孩子进入青春期，变得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了。女生总

觉得自己不好看、变胖了，开始研究减肥和化妆；男生怕自己

个子矮、身材不好，天天练肌肉，打篮球。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对

外貌不满意的情况很普遍，有的孩子会产生自卑、社交恐惧的

心理，还有些孩子开始关心整容整形、医美等信息。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有调查数据显示，校园欺凌的发生

率为32.4%，即每10个孩子中，3~4个有此遭遇，比如被其他孩子冲

撞、冷落，甚至挨打。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沟通、安慰和疏导，可能对

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