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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少年被妈妈在学校当众怒骂后……
整理：章清清

亲爱的小朱：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可以感受到你的

愤怒，明明自己有做得好的时候，却没

有被看到。胡老师看到了你的真诚与急切

的需求，我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你的。

首先，我想对你的爸妈说——

孩子在慢慢地长大，我们需要用一

些方法与技巧来加强跟孩子的沟通、互

动，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孩子的心

房。批评教育孩子时，我们应该尽可能

地注意以下几点：要保持冷静，不能让

激动的情绪影响批评的客观性，无论自

己多生气，也不要让情绪冲昏了自己的头

脑；要尊重孩子，不能侮辱或贬低其人

格，应做到对事不对人，明确指出具体

错误行为而非全盘否定孩子；选择合适

的时机，比如避开孩子吃饭、睡觉或情

绪低落时，找相对安静且孩子能专注的

时间点；尽量私下进行批评，不在他人

面前让孩子失了面子。此外，我还注意

到您有几个孩子，我相信在教育孩子上

您有不小的压力，但是建议您一定要“一

碗水端平”。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应

该继承和弘扬。但“大的让小的”的做

法也应该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之上，

否则既伤了“大的”的心，也会对“小的”

产生误导。

小朱，我们也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角

度去思考，看看能不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

想法与改变。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核心要素：

爸爸妈妈永远是爱我们的，他们永远是

希望我们变得更好。我们是第一次当孩

子，爸爸妈妈何尝不是第一次做家长呢？

在教育的问题上他们也会犯错，我们要

学会理解。而且换个角度来想想，正是

因为他们在乎你，才会第一时间来学校

解决问题不是吗？也许，我们可以试着静

下心来，通过写信或者发短信的方式把

自己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我相信，你

的家长会看到你的需求的。孩子，成长路

上会有很多的挫折、坎坷，但要相信家永

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走进孩子的心房，要爱更要有智慧
文 / 胡荣波（心理学硕士，长沙市天心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中心心理咨询师）

老师，您好 ! 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最近我越来越讨厌我的妈妈了！我在学

校里面闯了祸，因为一些小矛盾和同学起了冲突，妈妈因此被老师叫到了学校。可

她根本不去了解事情的缘由，一点都不从我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着同学的面就劈头

盖脸地把我骂了一顿，让我又羞又恼。 在家里，她总是说我是哥哥就要让着弟弟，

也不管弟弟到底是对还是错。凭什么哥哥就要让着弟弟？我也是你的孩子啊！另外，

在她眼里我到处都是缺点，她总是批评我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对，我做得

好的地方却总是不被她看到。她还会啰啰嗦嗦讲很多要求，生怕我做不好一点事情。

我已经六年级了，是个小大人了，可以独立完成很多事情了，可她还把我当成一个

幼儿园的小朋友。真烦！     

——一烦恼的小朱

宝宝的成长是一个美好过程。在宝宝和家人互动的过程中，流动着温暖和爱，也体现了

生命的神奇、教育的力量。

《小爱日记》专栏以细腻真实的笔触，描绘一个家庭对新成员“小爱”的呵护与喜爱，并

分享有关家庭教育的感悟。

端午节一直在下雨，小爱的外出行动一

次次被取消，姥姥姥爷只能在雨停的间歇抱

着她在小区里走走。

小区里盛开着五月的花，有玫瑰、绣球、

蔷薇、夹竹桃，在小爱最喜欢的小区游乐场

和我家院子前面，还盛开着栀子花，洁白清

丽，香气扑鼻。我看小爱喜欢，就摘下一朵，

用玻璃杯盛着水，让栀子花浮在水中，带回

家里，家里顿时花香四溢。想起汪曾祺写的

《栀子花》：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

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我就是要

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

你们管得着吗！”……

忍不住哈哈大笑，小爱

也笑了。

此时，院子里的杨梅成

熟了。姥姥姥爷带着她经过杨梅

树时，一个老爷爷正在树下把杨梅打下来。

远远地小爱就跟老爷爷打招呼“爷爷、爷爷”

地叫着，老爷爷笑开了花，随即把杨梅递过

来，给小爱吃。回家洗干净，杨梅酸酸甜甜，

虽然孩子很小，但她非常聪明，我们不要急着追求某种正确。如果我们
对待她这个时期的行为缺乏理解，她将会不可逆转地失去安全感。她的童年
很短暂，懂事并不是必须的，但亲人们的爱和理解是不可或缺的。

被爱着的宝宝很“嘴甜”

小爱也能把一个杨梅都吃了。

小爱讲话早，小嘴已经很甜了。经过水

果店，老板娘是一个奶奶，她却对着她叫“阿

姨”，“阿姨”喜不自禁地拿起一盒蓝莓洗

得干干净净地给小爱吃，小爱指着蓝莓叫着

“莓莓、莓莓”，在回家的路上，小爱就

把半盒蓝莓一口一个吃完了。

每天晚上，小爱都会穿上姥姥

特制的爬行护膝袜，在地板上到

处爬，奶奶在旁边喊着“一二一，

一二一”……这个口令，被小爱记

住了，坐着小推车在小区逛时，遇

到一个跑步的叔叔，她竟然对着叔叔

喊“一二一，一二一”，把那个叔叔逗得

停下了脚步。

端午假期，带小爱的保姆阿姨照例回家

休假了，小爱的姥姥姥爷第一时间赶过来

接过照顾小爱的任务。这样也好，家里人

团团圆圆地过节。

跟以前相比，小爱没有那么“好带”了。

在可可爱爱的同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和脾气，不如她的意时，她变得很倔强。

不让她碰危险的东西，她会大哭；不

愿意换尿不湿会大哭；洗完澡不愿意穿衣，

也会哭；她专注地玩玩具时，我们强行抱

她干别的事，她更会崩溃……

她很会表达“不要，不要”，但也有

更多的时候，她无法说清楚。比如，她希

望你坐下来陪着她玩，如果你还站着，她

就生气大哭，等你坐下来陪着她安慰她，

她会很快冷静下来并且给你一个灿烂的笑

容。

家里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爱和耐心

尽力理解她陪伴她。比如她想自主进食，

我们就把饭菜装在她的小碗里，随她用

手抓着放进自己的口里，哪怕搞得全身都

是饭菜，换件衣服就好。

虽然孩子很小，但她非常聪明，我

们不要急着追求某种正确。如果我们对

待她这个时期的行为缺乏理解，她将会

不可逆转地失去安全感。她的童年很短

暂，懂事并不是必须的，但亲人们的爱

和理解是不可或缺的。

我讨厌妈妈，怎么办？

孩子有问题，多半是父母的教养方式有问题
文 / 易大华（ 浏阳市集里中学一级教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老师，您好！请老师救急！孩子动不动因没满足其要求，就不去上学或

离家出走，甚至以死相威胁，比如他想买自己喜欢牌子的鞋子或想和同学周

末晚上聚会等等。和他好好说，他也不理人，说“你反正说啥都是对的”，

把门一摔，自己在房里睡觉或玩手机游戏、聊天等；若你发脾气非得教训他，

他就跑了。有一次，他爸为此打了他一顿，他扬言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

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向他妥协，满足他的要求。我们明知这样下去不

行，但没办法呀！请问该怎么办？

一一无力的初中生家长

没有满足要求，孩子就以死相威胁

我能感受到您的心急、无奈和无

力，但我依然不得不告诉您，孩子变

成这样，与您过去对孩子的教养方式

有很大的关系。但过去的已过去，现

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强自我成长，不

断用心陪伴孩子一起去成长、改善。

第一，从理解切入，先别急着数

说孩子的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孩子之所以养成今天这样的习惯，

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跟父母不

当的教养方式关系很大。所以，当下

我们要沉下心来思考，你的教养方式

哪些方面需要改善，只有你先改变了，

才能帮助孩子改变。

第二，从修复亲子关系切入。先

不提学习之事，多从生活上关心关注

孩子，缓解和孩子的矛盾冲突，重新

尝试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教

育学其实就是关系学，只有亲子关系

融洽了，孩子才会愿意听你的。

第三，从孩子兴趣着手，观察孩

子现在喜欢玩什么、看什么、听什么

……找到孩子感兴趣的话题，构建起

和孩子同频的话题频道，只有懂他在

关注什么，才能链接起和孩子友善沟

通的桥梁。

第四，尊重与倾听孩子的心声。

放手让孩子去追寻他的人生目标和理

想，在一定原则内尊重孩子的规划安

排。这是内驱力激发的关键所在。

最后，青春期孩子易情绪化，切

记不要和孩子对着来，但也不能妥协、

被威胁就让其达成目的，可以先平静地

“冷”他几天，但要保证其在成人的

视线范围内，安全第一，观察其自我

反思与成长变化。

孩子在长大，我们必须给机会让

他们自己长大。

文 / 姜欣（湖南省妇联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