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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周睿

2023 年 4月 25日，是我国第

37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今

年的宣传主题是“主动接种疫苗，

共享健康生活”。

接种疫苗是控制乃至消灭传

染病最经济、安全和有效的手段。

1978年，我国首次确定普遍实行计

划免疫策略，从最初的“4苗防 6

病”，逐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种类，现已发展为“14苗防15病”。

为什么要给孩子打疫苗？
孩 子 是 多 种 传 染 病 的 易 感

者。虽然婴幼儿出生后6个月内可

从母体获得一定抵抗传染病的抗

体，但随着婴儿的生长，这种抗体

将逐渐消失，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会

逐渐减弱，孩子就容易患各种传染

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

能力，就需要有计划地给孩子进行

预防接种，使孩子自身产生抵抗

力，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

童的身体健康。

孩子需要接种哪些疫苗？
我国疫苗可分为免疫规划疫

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

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

按照政府的规定接种的疫苗。此

处划重点：免疫规划疫苗是国家规

定必须接种的疫苗，家长朋友们不得无故

替孩子拒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因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的规定，“监

护人应当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

苗”。

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

种的其他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和免疫规

划疫苗同样重要，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可

以为孩子提供更为广泛的保护。以我们国

家的现状，目前还无法实现全部疫苗免费

接种，所以需要家长知情、自愿、自费接种

非免疫规划疫苗。常见的非免疫规划疫苗

有：水痘疫苗、流感疫苗、b 型流感嗜血杆

菌结合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疫苗

等。

目前，四川省有哪些免疫规划疫苗？
应该在什么时候接种？

四川省现有14种免疫规划疫苗，其中

儿童常规接种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有 11

种。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是含免

疫规划疫苗成分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完成全

程接种，可视为同效替代，无需再使用免疫

规划疫苗予以补种。

去哪里查询接种记录？
预防接种证上记录了孩子每一剂疫苗

的接种日期、接种部位、疫苗批号、生产企

业等信息，家长朋友们可通过翻阅预防接

种证，查询孩子的接种记录。除此以外，还

可以在公众号“四川预防接种”通过绑定个

人信息，查看孩子的接种记录、预约接种。

注意：尽管公众号可以实现查询接种

记录、预约接种等功能，但家长仍然需要妥

善保管好预防接种证，不要随意涂画、卷

曲，并且，每一次前往接种门诊的时候，仍

需带上“小绿本”。

（本报综合整理）

很多家长会觉得青春期

就像个麻烦期，明明是好的

出发点，却常与孩子闹得两

败俱伤。戴艳指出，用冰冷

的道理代替心灵的沟通是造

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

为 了 让 家 长“ 感 同 身

受”，戴艳在现场和家长们做

了一个“撕纸”小游戏。游戏

的规则要求家长们闭上眼

睛，不能发问，完全依照指令

行事。几轮操作后，家长们

展开纸面，相互对比，发现尽

管指令相同，但因为理解不

同且禁止提问，最终得到的

结果也是各异。

“因为我要求大家只能

听我的指令，不管对操作细

节有没有疑惑，你们都不能

提问，所以，大家很难把纸撕

成我想要的的样子。”戴艳借

“撕纸”小游戏告诉家长，有

效的人际沟通不是下命令，

而是用语言交流，对方接收

不到，说再多也没用。

有时，并不是孩子不想

听，而是家长没说清楚。信

息看似传递出去，却没有被

理解和接收，导致沟

通变成了单向输出，

不仅得不到积极的

反馈，也无法助推具

体的行动。戴艳建

议，家长在交流时，

要允许孩子听不懂，

允许他提问、反驳，

有余地、有商量地共

同决策。

做到这点并不

容易，家长一方面要适应孩

子成长中的变化，一方面要

调整好自己的沟通策略，稍

有不慎，就很容易陷入沟通

的误区，失去与孩子平等交

流的机会。戴艳也总结了一

些容易踩到的雷区，提醒家

长“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随意批评、嘲笑孩子，

给他们贴标签，在没有弄清

事情前因后果时就妄下结

论，归罪于孩子。这样的行

为并不会让孩子去反思自

己，反而会激发他们的戒备

心 理 ，通 过“ 表 演 ”躲 避 指

责。还包括“给予太多的命

令或建议”，也就是孩子最讨

厌的唠叨与说教，这种话术

一般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做

出指点，简单粗暴地提出要

求。戴艳指出，“我告诉过你

多少次，你怎么屡教不改。”

“你应该按我说的这样，不应

该总是自以为是。”“再不去

做等着我收拾你。”等类似的

表达，本就没有人爱听，青春

期的孩子更不会接受了。

同时，不能轻视青少年

遇到的问题是家长格外需要

注意的地方。戴艳指出，只

是哄孩子，希望快速稳定他

的情绪，或是告诉他所纠结

的事根本没有意义，有可能

会加重孩子此时的危机，父

母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如

此表述会让孩子觉得“爸爸

妈妈根本不懂我”。

“魔性”社交语言流行，明辨是非才能行之有度
继盘手串之后，近日，一种新的社

交方式——“电摇”又成了小学生间的

新流行。双腿下蹲，手臂前伸，高频率

地做“拉锯式”晃动，这种在家长看来

有些“魔性”的动作，成了当下很多孩

子热衷的“社交语言”，在小学生群体

中广泛传播开来。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一些网络

用语、动作手势在孩子中间快速传播，

让家长们直呼看不懂、不理解。而在

多数孩子看来，玩这些流行梗没有那

么复杂的含义，只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那就是这很酷，我便学了；同学都在

玩，我便跟了。因此，当他们看到身边

的人在玩“电摇”，他们就会跟着模仿。

但在不少家长看来，“电摇”动作

不雅观，是一种无知无礼的粗俗行

为。家长们担心，孩子年龄尚小，是非

辨别能力差，经常使用这类不礼貌的

动作可能发展成难以改正的坏习惯，

拉低孩子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水准。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辨证

地看待。如果孩子做这个动作只是单

纯地觉得好玩，把它作为一种社交语

言，家长无需过于担忧。孩子很容易

受同伴或环境的影响，对一些在同学

圈子里流行起来的言行举止，会产生

从众心理，相互效仿。现在的孩子接

触的信息多，模仿环境也不仅仅是学

校、家庭、社会，还有社交平台、网络游

戏等，他们在模仿和跟风中跟同伴打

成一片，获得认同，表达自己的个性和

态度。

使用流行梗快速拉近同伴间的距

离，你懂我的“梗”，说明我们是同类

人，这种“暗号”也是伙伴间的默契。

就像很多家长小时候也会在跟小朋友

玩耍时喊出从动画片、游戏里学来的，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口头禅”；

看《新白娘子传奇》，也喜欢用手做剑，

在同学的脑袋上比比画画。每一代人

的童年都有朋友之间的交流“暗号”。

当然，如果孩子玩“电摇”是带着

嘲讽、挑衅等负面色彩的举动，不分场

合、不懂礼节地随意使用，家长则不能

掉以轻心。中小学阶段是形成正确价

值观的关键阶段，这类不礼貌的行为

可能让孩子形成粗俗的言行，久而久

之，就会成为行为习惯，难以改正，甚

至扭曲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不文明的行为需要及时纠偏，这

就需要家长花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去观

察和了解孩子，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

原因，并及时予以引导。

一位小学老师发现班里不少同学

喜欢说网络用语、玩“电摇”等网络流

行梗，便在班里展开了一次“头脑风

暴”，让学生来写一写“探讨网络流行

梗”的小作文，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认

识了网络流行梗的利与弊，也学会了

在什么场合才能使用它。

这个方法值得家长借鉴。与孩子

聊一聊他们喜欢玩“电摇”的原因，理

解孩子的想法和心情，也坦诚地告诉

孩子你的感受，让孩子知道不良的社

交语言和动作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不

分场合的使用某些动作也是不礼貌的

行为。在渴望表达、追随潮流的同

时，也要多思考，认识到文明举止的

重要性，学会规范的社交礼仪，这样

才能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容易被

外界环境所影响。

网络时代，这些流行梗常常是一

个短期现象，可能很快就会被下一个

流行趋势取代，我们无法让孩子生活

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只有让孩子

学会明辨是非，他们才能行之有度，家

长的担忧也才不会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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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沟通是一句顶一

万句，无效的沟通是一万句不

如一句，如何在心与心之间搭

建桥梁？戴艳指出，“听”是关

键。

她将听的繁体字“聽”，

拆分为五个部分，借此指导

家长们怎样倾听。首先是

“耳”，动用耳朵这一器官，

聆听和收集信息；其次是

“目”，用眼睛观察动作、行

为，关注非语言信息；重要

的是“心”，耳朵听的话，要

经过心，用心感受话语中的

感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对方

的角色来共情；“心”上的

“一”则要求倾听时一心一

意，把注意点集聚在孩子身

上；最后是“王”，意指尊重

对方，把此刻说话的人当作

国王一样去重视。戴艳指

出：“当家长全神贯注地，用

眼睛去看，耳朵来听，不用

质问和评论打断孩子的发

言，尊重孩子哪怕并不成熟

的见解，亲子间的沟通就已

经成功了大半。”

听到孩子的心声后，如何

回应他们？戴艳以“我向信

息”和“你向信息”的概念为家

长们支招。

一个孩子回家不学习，在

网上和同学聊天，一聊就是一

个钟头。此时，用“你向信息”

与孩子交流的家长会说：“你

现在花这么长时间在网上聊

天，等会儿作业又要拖到半夜

才能做完，第二天能有精力上

好课吗？”而采取“我向信息”

沟通的家长会说：“你刚刚花

了一小时的时间用在聊天上，

我很担心一会儿作业做不完，

很晚才能休息。”

区别在于，“我向信息”是

不带批判性的陈述，是个人对

某一特定行为或情况的看

法。戴艳指出，当家长客观陈

述孩子的行为，并清晰表达自

己对该行为的感受时，就不会

把多余的情绪信息传递给孩

子，更有助于他们做出行动；

与之相反，“你向信息”中更多

的是对他人的动机、态度或性

格的评价，这些评价用在某一

件事上往往会以偏概全，容

易让孩子滋生出委屈或愤

怒，反而要与父母“对着

干”。“父母要学会恰当地说

出自己的想法、真实的感

受，这样的表述能够以爱劝

导孩子；给关心披上批评、

指责的外衣，孩子往往就看

不见了。”戴艳建议家长多尝

试以“我向信息”与青春期

孩子进行沟通。

所谓的希望孩子“听话”，

不应是家长单方面的要求，强

势的自说自话，而是找到正确

的沟通方式，与孩子相互倾

听，用心对话。在这一点上，

不能只想让孩子“听话”，家长

同样需要学习“听话”。

青春期亲子难沟通青春期亲子难沟通青春期亲子难沟通，，，此此此“““话话话”””怎讲怎讲怎讲？？？
——心理学专家谈“与青少年的沟通技巧”

以前那个黏人的小孩，现在总

是与你保持距离，好像连话都不愿

多说一句。好不容易坐下来说说

话，他也表现得像个“刺头”，你说东

他偏说西；小学的时候学习很自觉，

上了初中一下子就“不爱学习”了，

追星、追剧、打游戏却是一样不落；

很注重外表，爱照镜子，还常常莫名

其妙的情绪低落，让人担心是不是

早恋了。……对于很多家长而言，

孩子的言行举止似乎都在诉说着：

我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不明

白。

“疏离是很正常的表现。”戴艳

解释道，“在孩子4岁以前，他们对父

母的依赖性很高，生活中许多事情

都需要家人的帮助才能完成。随着

孩子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与父母

关系的亲密性也在逐渐下降。”亲子

关系的发展也有其规律性，不管是

从亲密到分离，还是从抵触到逐渐

恢复、更加信任，都是亲子关系必经

的阶段，或早或迟，或激烈或平缓。

而在家长眼中变得“不乖”的孩

子也有他们的“苦衷”。戴艳指出：

“从幼稚走向成熟，青春期是每一个

人必经的路程。孩子的自我意识在

这个时候发展起来，‘我是谁’的困

惑萦绕在他们的心中，促使他们用

各种方法去探索问题的答案。”

开始思考、探索自己存在的意

义，无疑是一件好事，与此同时，探

索中的冲撞、挫折、反复也在所难

免。因为自我认识的发展，青春期

的孩子会格外重视自我的独立性，

有建立很高自我评价的心理需要。

抵触外界批评的声音，只是希望维

护内在自我。“他们可能会喜欢奇装

异服，做一些天马行空的事，这其实

是孩子希望通过彰显个性来找到自

己。”戴艳告诉家长，对同伴关系的

愈发重视，好像“外人比家人更亲”，

同样也是因为孩子更独立了，希望

构建自己的关系圈，这并不代表他

们在这个时期不看重爸爸妈妈了，

看似“无所谓”的态度背后其实是

“疯狂在乎”。

“青春期的孩子最大的失望是，

在父母眼里我永远赶不上隔壁的那

个人，没有什么比不在乎的态度更能

掩饰这种失落。”戴艳提醒家长，每一

个孩子都是父母人生中独一无二的

礼物，爱他、接纳他、认可他，对孩子

未来健全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从幼稚到成熟
““读懂读懂””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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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常常有这样的困惑：一向听话、懂事的

乖孩子，为什么一进入青春期，突然就变成了敏

感、易怒的“小霸王”？

为回应家长困惑，提供教养方法，巴中市恩

阳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新华文轩家长学校开展

了一场“如何与青春期孩子进行有效沟通”的公

益讲座。讲座邀请到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分会理

事长戴艳主讲，为线上线下的家长、老师们提供

了专业的指导。

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休刊启事
《教育导报·家教周刊》5 月6日休

刊，5月13日恢复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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