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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治家有道

适度干预
做成长路上的“安全员”

“人际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十分

重要。”兰小云表示，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交往挑战，

与同伴的交流、交往也是孩子社会

化的必经过程。她建议家长最大限

度地尊重孩子，不提前焦虑或过度

保护孩子，允许他们去探索自己的

人际关系，亲身体验其中的喜怒哀

乐。同时，家长也要做好“兜底”工

作，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状况，把

“安全保护”放在首位，做孩子成长

路上的“安全员”。

不久前，家长陈昊遇到了一个

棘手的问题——女儿打架了。

这天下午，上小学六年级的女

儿和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男孩在小

区里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从一开始

的言语相争发展成推搡、厮打。当

时，两个孩子都情绪激动，直到围观

的孩子找来家长，才将他们强行分

开。各自被拉回家时，两个孩子嘴

上仍不依不饶，一心想着要与对方

分个高下。

回到家中，陈昊对女儿进行了

教育引导。他并没有马上批评女

儿，而是第一时间对她进行了安全

教育，询问孩子是否受伤、是否把对

方孩子打伤，告诫她：“暴力不仅不

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问题。”

并用平静但严肃的语气向女儿说明

打架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和需要承担

的后果。

见女儿并没有受较重的伤，情

绪也逐渐冷静下来，陈昊继而询问

她打架的原因，了解事情的起因、经

过后，他让女儿一边“复盘”，一边试

着理性分析，找到自己行为中的不

妥之处。然后，他和女儿一起思考

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采取哪

些“非暴力”的解决办法。

在陈昊看来，在“打架”这件事

上“争对错”并没有多大意义，无论

是谁先动的手，两个孩子互殴就都

有错。至于谁的责任更大、双方有

怎样的理由，陈昊只是作了了解，并

没有下判断或得出谁欺负谁的结

论。他主动出面与对方家长沟通，

双方顺利达成了一致意见，也促成

了两个孩子和好。

“在同伴交往中发生肢体冲突

属正常现象，作为家长，应第一时间

发现和制止。”兰小云表示，陈昊的

做法可以给许多家长提供参考与借

鉴。同时，兰小云提醒家长，在日常

生活中要多留意孩子的情绪状态，

细心观察他们身体上是否有不明伤

痕、淤青等。只有及时发现问题，才

能为他们做好安全保护。

提升自我认知
带孩子走出“交往困境”

“良好的人际关系会让孩子有

归属感，感到被接纳和认同，不良的

人际关系会带给孩子消极的自我评

价。”兰小云表示，尤其是处于青春

期的孩子，会将同伴关系看得尤为

重要。家长需要做好“陪伴者”与

“支持者”。

吴丹正在学做女儿友谊的“支

持者”，不过，在她看来，女儿最近比

较依赖的朋友并非是一个“益友”。

在吴丹的观察与了解中，女儿的朋

友“小心思”比较多，做过背叛女儿

的事情，和女儿相处也不够真诚。

但女儿似乎并不介意，哪怕是经历

了伤心、难过，也还是选择原谅对

方，继续跟这个朋友交往。吴丹担

心女儿未来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试

着与她讲道理，不过女儿似乎听不

进去。

“家长担心孩子，哪怕心里很着

急，也要学会‘软下来’‘慢下来’。”

兰小云表示，站在家长的角度，常常

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一边

心疼，一边生气孩子为什么不立即

反抗，捍卫自己的权利。有的家长

甚至会用反问、质疑的口吻责怪孩

子懦弱。

“设身处地地代入孩子的角色

与处境，才能与他共情，接住他的情

绪。”兰小云说，一般来说，正是因为

孩子的心理能量较弱，才容易服软

或者被忽视，家长若站在评判者的

角度责怪他，孩子会更加受伤。有

的孩子甚至会为了避免家长的追

问，“合理化”自己受到的伤害，反而

去替伤害自己的人辩解，压抑、否认

自己的情绪，令自己处于更加无助

的境地中。

兰小云建议，面对这类情况，家

长可以尝试先从孩子的感受入手，

允许他难过、委屈。可以采用换位、

共感的方法，例如对孩子说“如果换

作是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会有

些不开心，你感到不舒服是正常

的”。接纳孩子的感受后，引导他进

一步思考，与朋友交往中哪些地方

是令自己不舒服的，引导他体察自

己的情绪感受。这之后，家长再帮

助孩子对比“怎样与人相处更舒服”

“和怎样的朋友在一起会更舒服”，

让孩子通过自己的感受和分析，学

习主动选择朋友。

“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离开曾经的‘朋友’更是

需要很大的勇气。”兰小云认为，家

长不仅要坚定地站在孩子身边给予

支持，还应主动反思家庭中的互动

模式。孩子与朋友的交往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家庭成员间的相处

方式，当孩子在同伴关系中无法表

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时，家长需要反

思在家庭中是否给了孩子足够的表

达情绪需求的空间，让他有机会认

识自己、表达自己，让他充分体验被

人尊重的感觉。

做孩子的“后盾”
帮助孩子建立强大的内心

“家长在与孩子对话时，应先成

为他们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们应

该做到倾听、尊重，和孩子平等交

流、共同探讨。”兰小云谈道。

遇到问题不慌张，回到家和妈

妈一起想办法。对于蓝月来说，妈

妈一直是她最好的“倾诉对象”。因

为在班级中各方面表现都较为优

秀，前段时间，蓝月遭到了一些同学

的“集体排挤”。好友告诉蓝月，一

个同学利用电话手表建了一个专门

针对她的群，试图拉“小团体”孤立

她。这件事令蓝月非常气愤，她向

妈妈说明了情况，犹豫要不要告诉

老师。

妈妈李念与她展开了探讨。她

们首先分析了事情的原因，发现同

学的“不喜欢”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落

脚点，蓝月与那位同学没有产生过

矛盾冲突，也不曾对不起他。因此，

蓝月觉得心中十分坦荡。李念提醒

女儿，如果贸然告诉老师，可能会牵

扯到将事情告知她的好友。或许还

有其他解决办法。

蓝月思考后认为，该同学的这

一行为并没有影响到自己正常的学

习生活和在校的人际交往，因此，没

有必要进行回应。不如专注自身，

不去理会。自己“行得正，坐得端”，

不怕别人的非议。

李念支持女儿，告诉她“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既然有其他同学

愿意告诉你、帮助你，说明在他们心

中，你是更加值得支持的人。”

李念持续观察女儿与该同学的

关系，她发现，拉“小团体”事件无疾

而终，孩子之间并没有产生隔阂，他

们的相处一如往常。“孩子之间常常

因为一点小事‘变脸’，我们不能武断

地贴标签、下定义。”李念并不认为那

位同学就是一个“坏孩子”，该同学也

有可爱、温柔的一面，在没有触及底

线的情况下，李念希望孩子自己去解

决遇到的问题，长大后的人际关系远

比现在复杂，现在的经历对她的成长

也并非坏事。

“从小学高段开始，孩子的独立

意识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能力逐渐

增强，家长要更多地与孩子讨论商量

或者预演推算，全面训练他们对各方

面信息的统筹能力。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让孩子先做选择和决定，从而培

养他们处理事情的能力。”兰小云表

示，家长应引导孩子做出更完善的选

择，而非替代孩子做决定。这样孩子

才能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得到锻炼，

建立独立而强大的自我。

不过，兰小云也提醒家长及时

帮助孩子做好“风险评估”，可通过

与老师沟通等方式防患于未然，更

好地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前几天，女儿的尺子弄丢了，

我给她买了几套新尺子。晚上，她

笑着对我说：“妈妈，我想拿一套尺

子送给同学。”我正和她交流送给

谁、准备选哪一套做礼物时，她一

边回应，一边从抽屉里挑了一套新

尺子，且立即拆掉了包装。

看到女儿把包装扯坏了，我一

脸惊愕，埋怨道：“你不是要送给同

学吗，怎么把包装袋撕了？这样同

学不就不知道尺子是新的了？”她面

不改色地回答：“没关系呀，旧的同

学也喜欢。”我一下急了，对她说：

“你这不是‘活鱼摔死卖’吗？”她

不懂什么意思，一脸无辜地对我眨

巴眼睛。我情绪激动，再次强调：

“把包装拆掉了，不就相当于送一套

旧尺子吗？”女儿被我说得一愣一愣

的，没有再说话，闷头回了卧室。

见我还在为这件小事烦恼，孩子

爸爸走了过来，劝道：“你别瞎想了，

孩子有自己的相处方式，咱们大人觉

得送礼物要送新的，他们小孩子可不

一定这样想。”

突然，我想起女儿之前跟我分享

的校园生活。她和同学之间经常互

赠各种小礼物，有时是一块橡皮，有

时是一支笔，有时是一枚发卡，这些

小物品或多或少都有使用过的痕迹，

但女儿每次都十分开心，还兴高采烈

地跟我展示那些小礼物。记得有一

次放学，她拿着同学鞋子上掉下来的

一个小按钮，玩得起劲，并欣喜地告

诉我：“这是硕硕送给我的！”看她那

如获至宝的样子，我为女儿的简单快

乐感到欣喜，也在心底由衷地羡慕

她，童年真美好啊！

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的问

题所在。我不应该以成年人的视角

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孩子之间的交往

模式。他们现在处在一个单纯可爱

的年纪，他们和同学之间互送礼

物，仅仅就是因为想要和同学分享

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看重的是同

学和自己分享的那份快乐，从来不

会考虑礼物的价格，更不会在乎礼

物是新是旧。

我又想起曾经在网上看到的一

则新闻，某幼儿园孩子们交换礼物，

一位小朋友用豪华的文具换了同学

亲手做的一个纸人。送出文具的宝

妈上网吐槽，感叹不值。但网友却

说，那个纸人一看就是小朋友手工做

的，单这份心意，对小朋友来说就弥

足珍贵。在儿童文学作品《小屁孩日

记》里，主人公香香果也曾拿一支铅

笔，从同学那里陆续换到不同的礼

物，最后，竟然换到一辆自行车，这个

看似离奇的不等价交换，因为发生在

孩子之间，显得格外真实。

我为自己的狭隘感到惭愧，旋即

走到女儿的卧室，温柔地对她说：“妈

妈错了，刚刚不应该因为你把尺子的

包装拆掉就责备你。”听到我的道歉，

女儿开心地笑了。

通过这件小事，我想，作为家长，

我们要充分理解孩子，站在孩子的角

度去思考问题，不要对他们的行为盲

目臆断或妄加评论，要以正确的方

式，和孩子心平气和地沟通，了解孩

子真实的心理状态，给孩子一个纯净

的童年。

儿子今年上小班了。上

周六，幼儿园举办了一场亲

子活动，老师特别强调家长

要和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开

始时，老师设计了一个点名

游戏。每个被叫到名字的小

朋友都需要回应一句“我来

了”或“我到了”。孩子们整

齐地坐成一排，家长们则站

在他们身后。

然而，一些孩子不太愿意

配合老师的点名游戏，被叫到

名字时，往往呼唤两次才勉强

回应。有一个小女孩则一直

没有反应。当老师第二次叫

到她的名字时，她仍然保持沉

默。站在她身后的爸爸急了，

用手指轻轻戳了戳她的后背，

催促道：“宝贝，快说‘我到了’

呀。”或许是因为不适应，当老

师第三次叫她的名字时，她依

然没有回应。此时，小女孩的

爸爸明显开始不耐烦，蹲下

身，用略带责备的语气对她

说：“老师叫你怎么不回答？

真没礼貌。”小女孩被吓得哭

了起来。老师注意到了这一

幕，连忙走过来安抚父亲：“没

关系，给孩子一点时间，别着

急。”

其实，面对这样的场面，

孩子感到紧张和害怕是非常

正常的。作为家长，我们应

该理解孩子的不安，给他们

一些“沉默时间”，让他们慢

慢适应，而不是急于让他们

立刻做出回应。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

到的一部关于新西兰教育的

纪录片，片中一位老师谈到

“沉默时间”的重要性。她

说：“孩子有他们自己的节

奏。他们会慢慢学会如何打

招呼、如何与人相处，只是有

些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作

为家长，不应因为自己着急

或觉得尴尬就催促孩子。”我

非常赞同这位老师的观点。

我们之所以急着让孩子回

应，很多时候是出于对外界

眼光的顾虑，害怕别人觉得

我们没有教好孩子。这种焦

虑掩盖了我们对孩子真实感

受的理解。

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

更加注意儿子生活中的反

应。每天早上，儿子进幼儿

园时，门口会有几位保安叔

叔站岗，小朋友们总是热情

地向他们问好。最初的几

天，儿子每次经过时都低着

头，什么也不说就匆匆走过

去。我轻声对他说：“宝贝，

我们明天跟叔叔们说‘早上

好’哦。”他点了点头。

到了第三天，儿子稍微

勇敢了一点，向保安叔叔们

挥了挥手。第五天的时候，

他终于害羞地小声说了一句

“早上好”，虽然声音很小，但

已经让我很欣慰了。

有时，并不是孩子不够

优秀，而是我们家长总是希

望他们能在外人面前展现出

最好的状态。这种心态背

后，往往隐藏着我们想要展

示自己教育成果的愿望。当

家长的这种心理占据上风

时，就很容易忽略孩子内心

的感受。

我希望，作为父母，我们

能够更多地理解孩子的紧张

与不安，给他们一些“沉默时

间”，让他们有机会调整心

态、逐渐适应，这样他们才能

在自己的节奏中，慢慢学会

面对世界。

一次，接女儿放学时，老师告诉

我：“乐乐总因为别的小朋友不跟她

玩哭鼻子。”回家后，我苦口婆心地

给她讲道理，可是收效甚微。为此，

我焦虑得几个晚上连续失眠。

我只好在微信群里向朋友求

助。丽丽说我是典型的“焦虑型”妈

妈；阿蕊说妈妈的焦虑不仅会影响

自己的身心健康，还会把负面情绪

传给孩子；小悠说我的教育方法不

对，没有弄清楚孩子爱哭背后的真

正原因，只是单纯地说教。……大

家热烈讨论后，得出最终解决方案：

首先，要降低期望值，接受孩子的不

完美；然后，与孩子共情，接纳孩子

的真实感受；最后，找到问题的根

源，给予正确的引导。

为了女儿能更好地与他人相

处，我决定按照朋友们的建议试一

试。我先反思自己，虽然刚开始我

不愿意接受女儿爱哭的事实，但是

仔细一想，就释怀了。她才5岁，每

个孩子个性不同，都有优缺点，不做

比较，才能创造适合她成长频率的

环境。

令人欣慰的是，接受女儿爱哭

的事实后，我不再那么焦虑不安。

放学后，我不再问她有没有在学校

哭，而是问今天发生了哪些有趣

的事。讲起开心的事，女儿也变

得健谈了，她会讲在幼儿园听到

的故事，也会讲今天搭了个美丽

的城堡。……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女儿小心

翼翼地对我说：“妈妈，我给你说件

事，但是你不准生气。”“妈妈绝对不

生气！”我举手表决心。

“今天，我在学校又哭了。涵涵

用积木碰着我的头了，她跟我道歉，

但是我没原谅她，她就不跟我玩

了。”女儿支支吾吾地说。

我原本想说些道理给她听，想

到那天朋友们的建议后，到了嘴边

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抚摸着她的头，说：“被积木

碰着头，是不是很疼啊？”女儿委屈

地点点头。

“即使她碰着你的头了，你是不

是还想跟她一块儿玩？”我接着问

道。

“嗯。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女儿说。

我这才意识到，女儿在学校爱

哭的原因是她的社交能力差。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我

向幼儿园的老师求助，让老师鼓励

她多参加集体活动，当她出现积极

的社交行为时，及时给予正面反

馈。另一方面，改变女儿较为封闭

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她

与同龄人交往：带她去公共场所玩、

走亲戚、访朋友，有意识地增加她与

小伙伴交往的机会。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逐渐

看到了女儿的变化。她开始主动地

与小朋友交流，分享她的玩具和故

事，甚至会主动邀请他们外出游

玩。因为小朋友不跟她玩就哭鼻子

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每个孩

子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成长节

奏。作为家长，我们应该给予他们

足够的耐心、细心和正确的引导，让

他们能够在自己的节奏中勇敢地前

行。

拆掉包装的尺子 ■ 刘瑜

给
孩
子
﹃
沉
默
时
间
﹄

■

朱
丹
丹

做“不焦虑”妈妈 ■ 周海燕

“““同伴交往同伴交往同伴交往”””中中中
家长怎样为孩子家长怎样为孩子家长怎样为孩子“““智慧导航智慧导航智慧导航”””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校园生活离不开同伴之间的交往、合作与共同成
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伴关系”对孩子越来越重
要。然而“友谊的小船”并不总能一帆风顺，孩子们时
常会陷入交往困境。如何在“放手”的同时，引导孩子
正确进行同伴交往，发展良性的人际关系？本期，我
们邀请到成都市龙泉驿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部副
部长、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兰小云和几位家长一起，
通过案例分析，为大家提供参考、分享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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