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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沟通的好处很多，但不要忘

记，沟通也要遵守原则，不能随意沟

通。对此，刘华锦总结了亲子沟通中

的五大原则。

第一，平等尊重。尊重孩子、平等

地对待孩子的前提是心无旁骛、耐心

倾听孩子的心声，切忌带着杂念。刘

华锦特别提及，平等尊重需要用好

“SOLER”模式，即“sit、open、lean、eyes、

relax”五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其含义

分别是——“S”：坐下来和孩子交谈；

“O”：要敞开心扉接纳孩子的一切；

“L”：与孩子交谈时身体往前倾斜；

“E”：要用眼睛去关注孩子面部的倒三

角区域；“R”：在沟通时表情要放松。

第二，接纳包容。当孩子犯一些

很傻的错误，家长应该大智若愚，看破

不说破，用耐心包容孩子犯下的错误，

再用温和的语言教导孩子，以免再犯。

第三，信任支持。在刘华锦看来，

家长无条件的信任让孩子倍感温暖，

同时，也是孩子的底气。因此，当家长

听到孩子的一些负面信息时，千万不

要急于给孩子下判断，一定要经过多

方的了解后，再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四，因材施教。有的孩子喜

欢唱歌、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跳

舞……家长不能用一把尺子丈量所有

的孩子，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最好

的。因此，在保证孩子学习基础打好

的情况下，对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定要

给予足够的尊重，让孩子有机会接触

自己热爱的事物，徜徉在热爱的海洋

里。

第五，言传身教。在《中国诗词大

会》大放异彩的选手武亦姝，当时参赛

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凭借自己在决

赛所作的《浣溪沙》一举拿下2017年的

诗词大会冠军，武亦姝曾说过，她喜爱

读书的原因是小时候受父母读书的影

响。可见，父母在家营造的氛围对于

孩子的一生有着不小的影响。因此，

想让孩子爱上阅读，感受到“腹有诗书

气自华”，家长在家庭里要营造出爱读

书的氛围。

最后，刘华锦建议家长在和孩子

沟通时，可以尝试这样说和做：用语

言和肢体表达“我爱你”；用“你很

重要”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鼓

励孩子“你可以自己做决定”；表扬

孩子“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适当向孩子示弱“我需要你的帮

助”……这些尝试后，你会发

现孩子越来越喜欢与父

母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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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小学生之间流行过一

阵“奥特曼卡热”，而近日，在未成

年粉丝中，“明星小卡”又开始流

行。这种现象引起了不少家长的

担忧，小小一张卡牌为何有这么大

的魅力，能吸引到孩子们不断地

“买买买”？

痴迷“明星卡”，家长们如临
大敌

最近，家住深圳市宝安区的家

长王女士发现，平常乖巧懂事的女

儿零用钱用得特别快，甚至还会

“巧立名目”向她要钱，女儿在露馅

后，承认在玩一种明星卡片，她手

上的卡有些是买的，有些是和同学

交换的。

“我在家长群一询问，才知道

不止我家孩子‘入坑’，班上很多女

孩都在玩，有些孩子为了一张想要

的明星卡，一次就能消费几百元！”

王女士说。

据王女士介绍，女儿现在上五

年级，已深陷明星“卡圈”，她担心

未成年人消费观念尚未成熟，且容

易爱慕虚荣，一旦遇到自己想要的

东西，或者想在同龄人之间炫耀，

会出现各种不理智行为。

在旺盛的需求面前，有关小卡

的二手交易市场逐渐繁荣，而这些

二手交易平台的卖家，有些就是热

爱集卡的小学生，对于没有收入的

学生来说，这些“小卡”也被视作理

财产品。

专家提醒：卡牌套路值得警
惕

对于孩子喜欢收集动漫、明星

卡片的现象，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教

师提醒：孩子对金钱的认识本就有

限，但凡带了博彩性质，还沾上社

交属性，必定会引发很大的攀比效

应。将游戏包装上“亲子休闲益智

类”的外衣，在家长的默许和支持

下，肆无忌惮收割未成年人钱包，

这才是这些卡牌套路值得警惕的

地方。

随着攀比心理、盲目消费等状

况的出现，这种小游戏成为制约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潜在威胁，未成年

人自控力和辨别能力较差，一般情

况下，大都难以抵抗此类游戏的诱

惑，过度沉迷集卡会直接影响正常

学习。

教师支招：家长要读懂孩子
的心理

一张张如扑克牌大小的卡片

让孩子痴迷，这样的“瘾”如何消除

呢？北京市朝阳区星河实验小学

教师分析：孩子有可能是因为看到

同伴买卡片、盲盒，自己也跟着买，

为的是能与同龄人有更多的共同

话题。

面对这种抱有从众心理的孩

子，我们不妨让孩子自己说一说集

卡、买盲盒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在

充分聆听孩子的心声之后，家长可

以告诉孩子什么是健康的兴趣爱

好、怎样进行合理消费，让他们明

白，不能为了和别人有共同的交流

话题就“买买买”。

对于集卡是为了在对战中能胜

出的孩子，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了

解已有卡牌的战力值大小，怎样玩

才能让自己更胜一筹；引导孩子在

对战的过程中比拼智力，而不是一

味靠买稀有卡牌取胜。家长在生活

中，要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消费观

念，不能为了攀比而过度消费。

一旦孩子出现沉迷集卡、买盲

盒等行为，家长要多陪孩子进行户

外运动、听音乐、看书、讲故事……

通过注意力转移的方式，陪孩子一

同寻找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

（本文摘自“首都教育”微信）

别把糟糕的情绪，留给最亲近的人
近日，一则“小女孩在餐桌上

教育爸爸”的视频火了。视频里，

女孩爸爸因为心情不好而对妻子大

吼大叫，这一行为让孩子非常不

满，她对爸爸说：“你心情不好就

可以对妈妈大吼大叫吗？你不要把

坏情绪带回家。”“你把我们当成家

人，就要有话好好说，我们不是敌

人。”小女孩的表现收获众多网友

点赞，女孩爸爸的行为也引发了大

家的热议。

小女孩思维逻辑清晰，句句在

理，展现出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智慧

和成熟，在她的衬托下，爸爸的行为

就显得十分不成熟。事实上，现实

中很多父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成

熟，特别是在管理情绪方面，自身还

像个孩子。比如，无法处理自身焦

虑时，会无意识地把情绪转移给其

他人。

把最糟糕的情绪留给最亲近的

人，这在亲密关系中十分常见。我

们在外面受了委屈，往往害怕和别

人起冲突或者损坏某些利益，选择

压抑真实的情感，以此来维持关系

的和谐。而回到家里，我们便肆无

忌惮，知道就算发了脾气，家人也不

会因此关系破裂，所以一言不合就

对家人发脾气、说气话，甚至“哪里

痛就戳哪里”。

可悲的是，在很多家庭，负面情

绪往往流向了最弱势的孩子。孩子

犯了一个小错，父母就可能将别处

的气撒在他身上。他们只想解决自

己的情绪问题，把自己的焦虑和压

力抒发出来，从不考虑他们面对的

是个孩子，孩子能否承担自己转移

出来的压力。让孩子随时处在恐

惧、焦虑，甚至自责的家庭氛围中。

视频里的小女孩很勇敢，也从

侧面反映出，她对于这个家是充满

安全感的。敢于回怼爸爸，敢于表

达自己的想法，都是她有安全感、有

归属感、被父母爱着的表现。从这

个角度来说，那些敢于在家里表达

自己情绪的孩子，尤其可贵，因为其

父母给足了安全感和话语权。

女儿耐心讲道理，爸爸能够冷

静下来倾听，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这位爸爸的情绪边界，只是在和妻

子的相处中消失了。需要提醒大家

的是，亲密关系中，尤其是伴侣相

处，是需要我们划定情绪边界的：不

过多为伴侣的情绪负责，也不把自

己的情绪发泄到伴侣身上，要求对

方负责。没有人能一直承载他人的

情绪，再亲近的人也不行，而且一味

发泄情绪，并不会帮助我们解决现

实问题。当你因为对家人发脾气感

到内疚的时候，不妨想想，你当下的

心理需求是什么，除了发脾气，还有

其他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需求的方

式吗？一个真正内心有力量、强大

的成年人，回家之后不妨卸掉“盔

甲”，与家人相处时温柔以待。

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中，对情

绪“照单全收”的不应该是“你”或

“我”，而应该是“我们”，并且共同去

消化、解决的也应该是“我们”。关

于“什么样家庭的孩子最幸福”，网

上有个很出名的答案：当爸爸开车

走错路时，妈妈会说这边的风景不

错，正好可以看一下；当妈妈做饭忘

记按加热键，爸爸会说，你等着，我

去买馒头，好多天都没吃过馒头了，

特别想吃。……开心的时候一起分

享，不开心的时候互相捧场，是一个

家庭最好的情绪互动，更是让孩子

内心充实，有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最

有“性价比”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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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为了孩子好，他却总是不领情。”“明明是想表示关心，开口却成了训斥。”“明明是想走近孩子，却发现他离我越来越远。”……亲子沟通是家庭教育里面非常

重要的环节，如何更好地进行亲子沟通，一直是摆在家长面前的一道难题。爱子在心口难开，或许不是难开，而是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没有和孩子相处的技巧。为此，

武侯家长学堂邀请到成都大学教授、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刘华锦，为家长分享亲子沟通的办法和小妙招。

何为亲子沟通？成都大学教

授、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家庭教育研

究所所长刘华锦表示，亲子沟通即

家长和孩子进行思想或者信息的交

流，获得相互的了解、信任，进而形

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心理过程。刘

华锦特别提到：“亲子沟通发出者可

以是孩子，也可以是家长，不管发出

者是谁，最重要的是发出的信息要

准确明了，同时也要求接收者能准

确地明白发出者的意图。很多时候

的沟通不顺畅，大多是由于双方发

出信息和接收信息不一致，就这样，

矛盾在误会中产生并发酵，冲突也

就在所难免。”

为了让家长更加清晰地明白准

确表达的重要性，刘华锦用大家很

熟悉的故事来举例。有一个人做了

一桌美味的饭菜，请 4 个朋友来做

客。其中，有一个朋友临时有事没

来，主人发出感慨“该来的没来”，这

使得到场的 3 个朋友面面相觑，觉

得是自己不该来。一个朋友借口自

己临时有事要离开，主人又说“不该

走的走了”，剩下的两人中又有一人

提出有事要离开，主人为挽留朋友，

情急之下说自己说的不是他。此话

一出，顿时让剩下的那个朋友非常

尴尬，最后，他也只能找借口离开。

“明明是好心请客，却因为自己词不

达意，硬生生地逼走了所有朋友，甚

至还得罪了朋友，简直得不偿失。”

刘华锦说。

“家长们也应该想想，自己是否

也曾借着爱的名义，词不达意地表

达一些想法，让孩子会错意，进而使

得家长和孩子间的矛盾激化，甚至

变得不可调和。”刘华锦表示，比亲

子沟通更加重要的是正确地沟通。

家长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很

多事都是“贵精不贵多”，亲子间的

沟通不需要时时刻刻进行，而是让

每一次的沟通都尽量准确有效。这

要求父母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

整理好思绪，争取让孩子能够正确

接收到家长发出的信息，让孩子明

白父母的想法，这样才能减少父母

和孩子间的矛盾。

此外，刘华锦指出，与孩子沟通

要分场景，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沟

通方法。当孩子有情绪时，家长需

要倾听共情，鼓励孩子表达情绪；当

家长有情绪时，尽量让自己与孩子

坦诚相待，不指责、不伤害；当双方

都有情绪时，则需要平等协商，达成

共识；当大家没有冲突、和平相处

时，可以多交流、多肯定。

在刘华锦看来，良好的亲子沟通

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亲子

观，有助于树立亲子关系胜于教育的

理念，有助于树立为孩子成长赋能的

意识。家长给予孩子源源不断的动

力，孩子才能在成长的路上飞得又高

又远。

树立正确的亲子观。有的家长喜

欢拿自己孩子的短处对比其他孩子的

长处，这种打压式教育很容易挫伤孩

子的积极性和热情。“疫情期间，部

分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大多原因是抗

挫力不强。家长要明白，孩子终有一

天会进入社会，只有孩子的抗挫力够

强，才能在社会上愉快地生活。”刘

华锦说，比成绩更重要的是成长，比

成功更重要的是成人，比智商更重要

的是情商，比学历更重要的是学习

力，比努力更重要的是抗挫力。

因此，家长要以平和的心态、发展

的眼光看待孩子的成长，纵向对比孩

子，不要横向对比。应该鼓励孩子做

自己，让孩子和过去的自己做对比，在

成长中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树立亲子关系重于教育的理念。

家长想和孩子进行融洽的亲子沟通，

应该考虑自己和孩子平时相处的情

况，而非沟通的内容是否正确。

“如果孩子平时丝毫不关心父

母，也不听取父母的意见和建议，有

时关系还有点剑拔弩张，这时，即使

家长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孩子接收

不到，那么这一沟通便是无效的。”

刘华锦强调，父母要给予孩子爱的滋

养，唤醒孩子、影响孩子、熏陶孩

子，这样孩子才能实现自我成长。聪

明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授

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以辅

导学习为例，家长不要直接告诉孩子

答案，而应该教给孩子学习的方法和

技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孩

子。

树立为孩子成长赋能的意识。赋

能的关键在于发现并放大孩子的优

点，让他感受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即

使没有那么优秀，也不必妄自菲薄。

“有的家长老是否定孩子，这样对

孩子的成长没有益处。”刘华锦表示，

每一位家长都想为孩子插上翅膀，让

其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因此，家长

要耐心地鼓励引导，和孩子一起发现

其长处，并鼓励孩子努力发挥自己的

长处，让孩子能够充满自信地面对学

习和生活。

亲子沟通
质量比频率更重要

亲子沟通，助力孩子好处多

亲子沟通，五大原则需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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