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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机
教育孩子讲时机，说服老人也

要讲时机。如果对方心情愉悦，我

们的建议和意见易于被接受；如果

气氛、场合不对，我们的说服则易遭

遇“反击”，问题没有解决，还可能不

欢而散。

依依 7 岁了，还是有些胆小，平

时见了邻居、亲戚也不打招呼。爷

爷觉得孩子没礼貌，为这事说过孩

子几次。妈妈觉得小孩子不能“贴

标签”，要及时鼓励和强化。 一次，

爷爷的一位老朋友来家做客，两人

多年不见，相聊甚欢。依依在熟悉

了客人和现场气氛后，主动问了声

“爷爷好”。客人夸她有礼貌，依依

很高兴，并对客人的问题礼貌回答，

爷爷此时觉得格外有面子。等送走

客人后，依依妈赶紧把自己的想法

和爷爷沟通了一番，并以刚才的情

况做了实证，爷爷欣然接受了她的

提议。

冷处理
对于老人错误的做法或说教，

不必争个面红耳赤，有时候冷处理

对于老人而言貌似一种妥协，对于

年轻父母而言，仍可以照自己的想

法去做，也不伤害双方感情。

孩子逐渐长大，活动范围也不

断增大，开始翻箱倒柜，尤其喜欢

玩遥控器和开关抽屉。奶奶看孩子

拿着遥控器摔来摔去，把抽屉里的

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总是对此进行

阻止。妈妈觉得这没什么，孩子正

是好奇心强，好探索的时候，只要

大人提前把贵重和危险的东西拿开

就行。每当奶奶抱怨的时候，妈妈

就选择冷处理，不说话，也不生

气，因为她知道，宽容孩子的做法

没有错。

站在老人的角度解释理由
一般年轻父母在说服老人时，

往往站在对孩子好的角度，时间久

了，容易让老人产生逆反心理：难道

我是故意对孩子不好吗？因此，不

妨在提出理由时老幼兼顾，既为孩

子考虑，又为老人着想。

孩子 2 岁多了，每次吃饭都

是奶奶追着喂，这让妈妈十分烦

恼。有一次，孩子又不小心把碗

里的饭撒了一地，妈妈听说后跟

奶奶进行了“推心置腹”地谈

话：“妈，您年纪大了，这样满屋

子追着跑是很累的，而且每次喂

完孩子，您自己也吃不好，您的

胃疼让我们很是过意不去，我们

不妨想点让孩子愿意吃饭的方

法。”这些话奶奶听了很受用，她

欣然接受了建议，琢磨起了让孩

子对吃饭感兴趣的点子。

善意的谎言
隔代之间的矛盾，未必都要

“针锋相对”地争执，有时候，一

个玩笑、一个善意的谎言就能轻松

解决。尤其是物质上的矛盾，不少

老人都是一路节俭生活过来的，当

看到为孩子花费过高时，会觉得不

值，此时不妨来个“善意的谎

言”，使其安心。

彤彤爸妈平时都特别忙，无暇

照顾到孩子的能力提升，于是，妈

妈花“重金”请了一位既懂教育又

懂心理的老师，每周来家里陪彤彤

“玩”两次，比如读故事、折纸、

下棋等。姥姥觉得就是玩，没必要

花钱找人。彤妈意识到了这点，

于是有意让她看到孩子的进步，同

时告诉她，这是朋友的亲戚，就是

帮个忙，象征性地收点钱，姥姥也

就不再计较了。

常谈心
生活中的大小事需要一家人相

互的体谅和关怀，与老人多交流，即

使不说孩子的事情，多多沟通也能

加深彼此的感情，相互理解。

奶奶是个特别爱说的人，妈妈

下班回家后，奶奶常跟她说些家长

里短，报纸上和电视上看到的都市

新闻、小区邻居的家庭琐事等。其

实妈妈对这些并没有多大兴趣，但

她都会认真地倾听并回应，这样婆

媳关系越来越融洽。虽然这些交流

表面与育儿无关，但两人关系好

了，很多问题也就容易说通了。

我家二宝三四岁时，一

次在家整理了自己的玩具，

我赶忙抓拍。二宝自豪地告

诉妈妈，我给他拍照了。爱

人随口问他我给他拍照的原

因，二宝应声答曰：“爸爸是

夸我表现好啊！”

这天下午，我单侧耳垂

和脸颊有些疼。等二宝网课

课间休息的空闲，我仰躺卧

室床边，叫了声“疼”，叹

了口气。二宝忙问：“爸，

你咋了？”他说着跨进我卧

室，打开灯，爬到床上，跪

坐在我里侧，用指肚轻柔地

拨动我的耳朵，左看看，右

看看。爱人进卧室看我时，

二宝已挨着我肩头平坐。二

宝明澈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

扫去，手掌轻轻摩挲着我的

脸颊。他还翻看着我耳垂内

侧，说着自己的观察发现，

问我感觉哪个部位疼，怎么

个疼法。见他这么细心，我

夸赞道：“二宝真关心我的

健康，让我心里暖暖的。”

爱人目睹了这个过程，也赞

许 道 ：“ 二 宝 挺 关 心 爸 爸

呢 ！” 直 到 我 喝 下 了 蒲 公

英、决明子、菊花、冰糖熬

的 茶 ， 二 宝 还 念 念 不 忘 ：

“ 爸 爸 ， 你 觉 得 不 太 疼 了

吧？”

已到晚饭时间，二宝见

妈妈仍在电脑前辛勤工作，

就从厨房端了一碗苹果、葡

萄干、小米做的粥，踱向书

房，走近妈妈身边之前还说：

“妈妈，闭上眼睛。”见妈妈刚

一闭眼，二宝随手放下粥，趁

妈妈一不留神，便跑远了。

妈妈睁开双眼，欣慰地说：

“喝了二宝给我端的粥，真

甜！”

一天下午，二宝放学回

家后，我的微信上，老师发

来“二宝作业全对”的批改

记录和一朵小红花。二宝用

微信语音感谢老师，我发文

字：“老师真是教学有方！”

老师的感言也特别有温度：

“教这样优秀的孩子，老师

也觉得很幸福。”这时，我

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我当

场念出老师的夸赞，带头鼓

掌说：“这里该有掌声，掌

声响起来！送给有爱心、负

责任的老师，也送给努力、

认真的二宝。”掌声送给被

夸赞的人，也送给了夸赞的

人。那一刻，其乐融融，二

宝满脸光彩。

这天，我家吃饺子，我

给二宝老师发消息：“今天

中午，我家吃饺子，二宝在

家擀饺子皮、包饺子，俨然

一 位 小 主 人 。” 老 师 回 复

道：“二宝真是全面发展的

好少年！”听到我读出老师

的夸奖，二宝说：“俺老师

够专业！”同时，轻快地清

理着餐具：“我先把碗洗洗

吧，该轮到我了。”二宝进

厨房洗刷起来，我又开始抓

拍 照 片 ， 一 边 拍 一 边 说 ：

“你比我洗得干净，和你妈

妈一样认真。你妈妈刚才还

说你很细心，为你高兴，我

一看确实是这样，你挺会照

顾自己的生活，让我刮目相

看。”爱人也面带微笑，看

着二宝，用课文里的一句话

说：“点赞二宝，今天你真

大。真的长大了！”我们对

二宝的成长有了更多美好的

期待。

孩 子 的 眼 睛 就 像 录 像

机，耳朵就像录音机，大脑则

像电脑，解码、编辑信号，再

储存起来，指导行动。大人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落

在孩子心上。出其言善，则

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违之。父母和老

师，不能不谨慎。数子十过，

莫如奖子一长。给孩子准备

一顶高帽吧，当一个人受到

真诚的夸赞时，他便增强了

能量、气场、自我价值、行动

动力、执行力，他也会更自

信、更积极。

数
子
十
过
，莫
如
奖
子
一
长

■

李
伟
锋

泸县“百场家教进社区”——

家校携手家校携手，，破解家庭教育难题破解家庭教育难题
■ 记者 马晓冰

“如何有效提高家长科学育人水平，营造良好
的家庭教育环境，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泸县教师进修学校社区教育办公室主任康晓
容说，“最初，培训是直面家长进行，但不管是一对
一的指导还是集中讲座，辐射面都相对有限。所
以，我们采取了培训教师的方式，由家庭教育骨干
教师，针对学校、社区家长的具体问题进行指导解
惑。”

在此背景下，泸县教育和体育局、泸县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泸县社区教育学院联合开展了

“百场家教进社区”专题讲座比赛活动，由参培教
师自选主题，为家长提供指导服务，经专家评审小
组审核后进行评奖鼓励。而在当地家长们提出的
问题中，隔代教育、亲子沟通话题具有相当的普遍
性，多位骨干教师也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他们的
解答。

“妈，别这样喂孩子，大人嘴里有

许多细菌，会传染给孩子的。”看到婆

婆正准备将嚼过的食物喂给孩子，贝

贝妈妈连忙出言制止。

“我又没病，你怕什么？以前，我

的孩子都是这样带过来的。”婆婆也

生气地说。

“强强，你都4岁多了，怎么能在

垃圾筐里上厕所？”爸爸对孩子的行

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不料，此时，奶

奶却过来“解围”：“小孩子撒尿又不

脏，你凶他干嘛。”

“妈，这不是脏不脏的问题，孩子

得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现在总

放纵着他，长大怎么办？”“我看你小

时候还不如他呢，现在不也好好的

吗？”

…… ……

“如果你家也存在隔代教育，相

信这样的情境你不会陌生，处于这样

的矛盾之中，你一定也希望有所改

变。”泸县潮河镇中心幼儿园园长、泸

县“幸福使者父母大课堂”骨干讲师、

中小学一级教师赵建洪从自己的所

见所闻出发，希望帮助更多留守儿童

家庭解决隔代教育的困扰。

一些年轻家长因情感问题或外

出务工，把孩子的教育、生活的责任

全盘交给了自己的父母，孩子的祖父

母们便自动成为了全面照顾第三代

的“现代家长”，这种由祖辈对孙辈的

抚养和教育称之为隔代教育。赵建

洪介绍：“据粗略统计，目前我园0～6

岁的孩子中有一半以上正在接受隔

代教育，越小的孩子与祖父母生活在

一起的比例就越高。”

隔代教育十分普遍，其中存在的

问题也较难避免，如祖辈对孙辈疼爱

过度，处处迁就孩子，造成孩子任性、

依赖性强和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等不

良结果。对此，赵建洪指出，定位“主

副手”是实现隔代不断代的重要法

门。父辈是家庭教育舞台的“主角”，

祖辈是“配角”。对孩子来说，父母是

无可替代的。

而教育并非你方唱罢我登场，为

避免教育中的矛盾，用“育儿协议”进

行明确分工是十分必要的。如在孩子

生活饮食方面，老人有充沛的时间、丰

富的经验，家长不妨听取他们的安排，

还能让老人有被“重用”的感觉；而在

孩子习惯培养、智力开发等方面，赵建

洪建议父母要“亲力亲为”，承担主要

任务，因为老人缺乏科学育儿、智力开

发等知识储备，一切从孩子的喜好出

发，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童年是亲子依恋形成的关键时

期。此时孩子对世界的信任感、安全

感完全来自其照料者，此时谁给予孩

子最多的关爱，谁就是孩子心中的第

一位。如果此时亲子间没有形成紧

密的依恋关系，孩子会觉得父母不关

心自己，甚至不爱自己，其危害是不

可逆的。”赵建洪强调，不论父母多

忙，都必须抽出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哪怕不在孩子身边，也要多打电话，

多和孩子交流。

成功的隔代教育不仅需要父母

“见缝插针”地陪伴孩子，还需要父母

有效地与祖辈沟通。遇到分歧、矛盾

是常态，赵建洪也给出了她的“解决

之道”。

首先是问题“私聊”。产生分歧

时，找准“私聊组合”，往往能事半功

倍。如果是与爷爷奶奶沟通，就请爸

爸出马；如果是与外公外婆沟通，就

请妈妈出马。先说些老人的功劳，表

达对老人的感谢和关爱，再慢慢进入

正题。

其次是“用事实说话”。通过侧

面提醒或科学依据，让老人自己想通

“怎样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做法”，这比

争辩更加有效。即便是理由充分，当

众驳斥老人，不仅容易遭到拒绝，还

会伤了老人的心。

最后是“曲线救国”。倘若与老

人发生了重大分歧，切勿激化矛盾，

可以试试借亲友、老师的话说出自己

的想法，为老人观念的转变营造“意

见气候”，逐渐地，老人也会乐于接

受。

隔代教育并非生活重担下的权

宜之计，而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补

充。三代人共赢使祖辈的晚年更加

快乐、父辈的奋斗更有依靠、孩子的

成长也有更多的爱相伴。

“生活中，有的父母常说孩子笨，

本是无心之话，但次数多了，孩子就真

的觉得自己笨；还有的父母经常在孩

子面前说脏话，耳濡目染下，那些话孩

子也可以脱口而出了。”泸县天兴镇天

兴中心小学校教师李小林认为，父母

的“言传”对孩子有强大的催眠作用，

一个家庭的语言环境将直接影响孩子

的个性、信念以及价值观构建。

所谓“语言催眠”，是指父母对孩

子的言语内容、表达方式及交流态度

等，都会不断地输入孩子的潜意识，

进而对孩子的语言、行为、情绪以及

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李小林创设了具体情境，邀请家

长通过比较，体会其中的区别：

妈妈正在打电话，孩子却在旁边

大吵大闹，想引起关注。此时，妈妈

的不同反应会给孩子产生不同的影

响。

一位妈妈不堪其扰地厉声说：

“别吵了，烦死了！”

一位妈妈悄声安抚孩子：“妈妈

正在打电话，你可以稍微安静点吗？”

李小林总结道：孩子在第一个妈

妈的语言中会感受到妈妈的不耐烦、

生气，他会下意识地归因到自己，从

而产生自卑、自责的情绪，并学习到

用指责、命令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

孩子在第二个妈妈的语言中能感受

到平等与尊重，他会因自己能够与妈

妈合作而感到自豪，进而学会遵守规

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要保持安静。

父母的语言就是家教，切不可轻

视了语言的力量。俗话说：“恶语伤

人六月寒。”李小林指出，父母用语言

暴力侮辱、责骂、威胁孩子，表面上比

体罚“文明”，但它的伤害却比体罚有

过之而无不及。侮辱性语言、贬低型

语言、威胁恐吓型语言，造成的伤害

都会体现在心灵上。懂得语言的艺

术，才能避免使用语言暴力给孩子的

成长带来伤害。

而语言也并非口头语言那么简

单，文字语言、声音语言、肢体语言，

还有面部表情、语气语调都是亲子沟

通中需要注意的要素，统筹兼顾，才

能实现高效高质的传达与接受。

“沟通不到位，努力全白费。”泸

县云锦镇石马初级中学校家庭教育

骨干教师陈娇也指出，想要有效沟

通，首先要明确沟通的目的。在与孩

子交流中，家长总强调自己的正确是

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让孩子能听得明

白。“爱他，就‘如他所是’，而非‘如我

所愿’。”陈娇说。

如果你的孩子总故意打扰你，那

是因为你们之间缺少亲密的身体互

动，孩子渴望获得更多的关注；如果

你的孩子常表现出很强的嫉妒心，那

是因为你总是拿他与其他孩子比较

……“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每一

个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潜能。”陈娇

指出，只有以这样的理念为前提，发

自内心地相信孩子，才能真正做到

“好好说话”。

在此基础上，陈娇为家长们分享

了她的“沟通秘笈”——听、说、问，并

结合具体情境，引导家长有所侧重地

搭配使用。

“当孩子有情绪时，宜采用积极

倾听的方法；当父母有情绪时，应更

加注重有效地表达；而当双方心里都

不舒服时，宜采用共同协商的方法。”

陈娇以“孩子有情绪为例”，具体说明

了该如何“积极地倾听”。

一天，孩子放学回家和妈妈抱

怨，他和同桌的作业都没有写完，却

只有他一人受到了批评。此时，家长

应如何回应？

“不要怨老师，好好反省你自己，

下次好好把作业做完”是命令；“下次

再完不成作业，就是老师不批评你，

我也要惩罚你”是威胁；“你总是埋怨

别人，就是不会好好反省自己”是批

评。而陈娇推荐的方法是：与孩子换

位思考。想一想，孩子处在这样一种

情绪状态下，他内心的哪种需求没有

得到满足，又应该怎么帮助他？

首先是“听懂”，反馈孩子的语

言。把孩子的话整理后反馈给他听，

让孩子知道父母在尊重他的表达。

然后再“共情”，标明孩子的感受。代

入孩子的心理状态，让孩子明白父母

在乎他的感受。最才是询问具体信

息。就事论事，分析原委，给出恰当

的建议。

“真正接纳孩子、真心支持孩子，

承认孩子是独立的个体，相信孩子有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愿意耐心地

倾听他的想法。这样的沟通才有助

于问题解决。”陈娇说。

TIPS隔代教育：扬长避短，三代共赢

亲子沟通：拒绝语言暴力，学会好好说话

资料图片

隔代教育的解决之道
隔代教育常常因为祖辈对孙辈过度疼爱，造成孩子任性、依赖性强

和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等问题，父母如果处理不好还容易影响亲子关系和

家庭关系。如何让老人、孩子、家庭，都保持在一个平衡状态，赵建洪

还分享了一些隔代教育的小妙招。

赵建洪分享隔代教育秘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