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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二胎妈妈，杨川

影时常被工作与生活中的琐

事压得喘不过气，难以迅速切

换“频道”，充分表达对两个孩

子的爱意。

每天半夜，小女儿总会找

理由溜进主卧。“妈妈，我可以

挨着你睡吗？”孩子稚嫩的声

音中带着期盼。为了培养孩

子的独立性，杨川影总是坚定

地拒绝：“不行，我们约定好

的，你自己睡。”但小女儿并不

死心，会继续恳求：“妈妈，我

只跟你睡一会儿……”频繁的

打扰，让本就疲惫的杨川影心

生烦躁，甚至对女儿发了脾

气。她认为已经给了孩子足

够多的陪伴和关爱，为何女儿

还是如此黏人呢？

在《养育有安全感的孩

子》一书中，杨川影找到了答

案：在所有家庭成员中，妈妈

是孩子心中无可替代的依恋

对象。这让她想起一件事：一

天早上，她送大女儿上学时，

将还在睡觉的小女儿独自留

在家中。不料路上出了点意

外，她晚回家了半小时。当她

推开家门时，小女儿满脸泪水

地趴在门口。或许正是那次

经历，在小女儿心中留下了阴

影，导致她晚上难以安心入

睡。

为了重建孩子的安全感，

杨川影与小女儿一起阅读绘

本《我的家》。在温馨的氛围

中，小女儿吐露了心声：“不管

家里有多少人，是否开着灯，

我都担心妈妈不在。……”这

番话让杨川影明白了女儿内

心的恐惧与不安。她温柔地

告诉女儿：“别担心，妈妈会一

直陪着你。以后晚上睡觉时，

如果你醒了，就大声叫妈妈，

妈妈会立刻回应你的。放心，

妈妈会一直在。”说完，她抚摸

着孩子的头，小女儿终于安心

又满足地睡下了。

“别担心，妈妈在，安心

睡。”一句简单的话语，仿佛拥

有神奇的魔力，抚平了小女儿

曾经受伤的心灵。从此，母女

之间也变得更加亲密无间。

放学回家就让孩子写作业？

很多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苦

恼：如何让孩子准时准点地写完

作业。一些家长秉持作业第一的

原则，孩子一放学回家，就催促他

赶紧写作业，谁知孩子在桌前坐

了几个小时，也没能完成。

“孩子在学校上了一天的课

已经很疲惫了，再让他马上进入

学习状态，会导致其对学习产生

厌倦心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李蓉表示，此时孩子需要的是一

个“缓冲期”，可以和父母聊一聊

学校的趣事，可以吃点水果补充

能量，也可以到楼下适当运动，为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作业时间做好

身心准备。

在具体安排上，李蓉建议家

长要聆听孩子的想法，把决定权

交给孩子。如果孩子能遵守规

则，认真完成每一项安排，家长应

及时给予孩子正面的反馈和鼓

励。此外，可以设立“家庭成长积

分榜”，孩子每次遵守约定便能获

得相应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程度，

便可以兑换心仪的礼物或实现一

个心愿。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

的好习惯将逐渐养成，自我管理

能力也能得到提升。

性格内向的孩子没有出息？
“你这么内向，以后怎么有出

息？”在很多家长眼里，内向似乎

是个贬义词。甚至很多时候和不

善言辞、孤僻、懦弱画上等号。于

是，一些家长想尽办法带孩子出

去社交，创造各种机会让孩子表

现自己。

“内向和外向不过是性格的

两个维度，没有优劣之分。”李蓉

表示，“内向”从来不是缺陷。每

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

的孩子天生性格外向、热情开朗，

善于在社交场合中展现自我；有

的孩子则性格内向、腼腆害羞，更

倾向于在安静的环境中独自思考

和探索。

家长要认识到这些个性差异

并非缺陷，而是孩子独特的魅力

所在。例如，内向的孩子可能在

艺术创作、阅读写作等方面有着

更敏锐的感知和更出色的表现。

切忌试图改变孩子的性格、强迫

孩子与他人交流、随意给孩子贴

上“害羞”“不懂礼貌”等标

签。家长应尊重孩子的个性特

质，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片包容

和接纳的土壤。

孩子有负面情绪必须压抑？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次

考试的失利、一场朋友间的小摩

擦，都可能引发他们号啕大哭，甚

至陷入长时间的情绪低谷。面对

孩子的这些情绪，有的父母选择

压制，“憋回去”“不许哭”等词汇，

随口而出。

“孩子的情绪表达往往比成

人更为直接和强烈，这是孩子真

实的情感流露，不要轻易否定或

压抑他们的情绪，而应成为他们

情绪管理的引路人。”李蓉说，孩

子可能会体验到各种复杂的情

绪，包括嫉妒、恐惧、愤怒等，这些

情绪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比

如，当孩子因为心爱的玩具被损

坏而大哭，这是他们对失去心爱

之物的悲伤反应，家长应给予理

解和安抚，而不是责备他们“不坚

强”。

每个孩子的情绪触发点也不

相同。有的孩子可能对批评非常

敏感，有些孩子则可能在面对分

离时情绪波动较大。家长需要细

心观察，了解哪些因素容易引发

孩子的情绪变化。例如，孩子面

临考试会极度紧张，家长要思考

孩子是因为担忧成绩，还是考试

环境给他带来了压力，从而有针

对性地帮助孩子缓解情绪。

（本报记者 张文博）

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媒体

平台上吐槽女儿的穿着打扮，

表示看不懂“10 后”孩子的审

美——“鲶鱼须”刘海遮住半

张 脸，衣服要穿得松松垮垮

的，袜子要穿过膝的，有时候

甚至两只鞋子颜色、款式都不

一样……家长看着闹心的穿

搭，孩子却觉得很酷。

抛开两代人的“审美代沟”

不谈，这种被称作“鲶鱼须”刘海

的发型的确在“10后”女生中格

外流行，很多孩子的额前都垂有

两绺碎发，挡在脸的两侧，似乎

可以起到修饰脸型的效果。

对于“鲶鱼须”这一时兴的

发型，有网友言辞犀利，表示

“学生没有学生样，不务正业”；

也有家长表示不解，“碎发看起

来既不精神又不整洁，不知道

孩子是从哪里学来的”。不过，

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有很多支

持孩子的声音，许多网友表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孩子

喜欢就好，旁人不必过多评判、

干涉。”

对此，笔者认为，追求怎样

的发型是孩子的自由，不过，盲

目跟风不可取。

每代人的青春都流行着不

同的发型，从厚重的“齐刘海”

到“勒头皮”的高马尾，再到虚

掩额前的“空气刘海”。在当

时，它们无一不是“火”遍大街

小巷的“时髦款”。只是当年留

着齐刘海的学生变成了更加成

熟的大人，青春流行的发型也

换了样式。对某种发型的追求

也是社会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它的发展、变化是再正常不过

的现象。

家长不妨尝试去理解和尊

重。孩子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总有一天要长大离家，过自

己的生活。在发型的选择上，

家长可以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

权，在不会造成不良风气、不会

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留怎

样的发型其实无伤大雅。

另外，尝试理解新的流行

时尚也为缩小亲子间的“审美

代沟”提供了良机。从孩子感

兴趣的、喜欢的事物出发，家长

更容易找到和孩子的共同语

言。同时，家长对当下流行的

文化有更全面的了解，也有助

于及时为孩子提供引导，防止

孩子盲目跟风。

“爱美”不等于不务正业，

“一刀切”地抵制不可取。不

过，是谁在定义“美”的标准？

我们选择当下流行的发型，究

竟是为了追求美和个性，还是

为了更好地迎合他人的眼光、

更好地融入社交群体？这样的

问题，不仅家长、老师和学生，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

对学生而言，我们更倡导

他们去做自己发型的“主人”。

这种“我做主”不是对学校制度

的挑战，也不是对家长管教的

反叛，而是出自于最简单的“我

喜欢”和“我欣赏”。考虑发型

与自己的适配度，而不是因为

害怕与他人“不一样”而轻易趋

同。

成为一个有审美力、有个

性的人，不一定要跟着流行亦

步亦趋，有时候，保持自我，敢

于与别人“不一样”，也是一种

很“酷”的表现。

家庭家庭家庭“““错题集错题集错题集”””里的里的里的
爱与成长爱与成长爱与成长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20242024 年即将过去年即将过去，，岁末岁末，，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些家长会在这个时候反思一些家长会在这个时候反思、、总结家庭教育总结家庭教育
中的得与失中的得与失，，和孩子一起做好新年规划和孩子一起做好新年规划。。回顾这一年里和孩子的相处回顾这一年里和孩子的相处，，家长们遇到了什么新的挑家长们遇到了什么新的挑
战战，，犯过哪些错误犯过哪些错误，，又有着怎样的思考与收获呢又有着怎样的思考与收获呢？？本期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高级家
庭教育指导师李蓉和庭教育指导师李蓉和 33 位热爱学习位热爱学习、、善于反思的家长一起善于反思的家长一起，，聊一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那些事儿聊一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那些事儿。。

“看到你真的火大！你看看

别人家的孩子……”自从女儿上

小学后，因为做作业拖拉的问题，

唐玉华和女儿争吵的次数越来越

多。

“我就是烦人的孩子，我没有

别人家的孩子好！”女儿的眼泪瞬

间涌了出来，唐玉华感到深深的

挫败：为什么自己为孩子全心全

意付出，却换来这样的结果？

在困惑与迷茫中，唐玉华翻

开了《父母的觉醒》这本书。书

中的案例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

了她正在经历的一切。通过阅读

与反思，她对亲子关系有了全新

的认识：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首先要觉察并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再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孩

子。受此启发，唐玉华决定尝试

改变。

“妈妈对你发火时，你心里是

怎么想的？”女儿的回答让唐玉华

心疼不已：“我觉得好害怕，觉得您

不爱我了。”“宝贝，对不起，妈妈会

改正的。我们一起来制订‘家庭情

绪缓解法’，好不好？”在唐玉华的

引导下，女儿想到了一个简单而有

效的方法：双方情绪激动时，只要

有人说出“收”字，对方就要立刻停

下来，调整心情，避免争吵。

这个方法效果出奇好。一

次，唐玉华又因女儿未按时完成

作业而生气时，女儿小声说了一

句：“妈妈，收！”听到这个信号，唐

玉华的怒火瞬间熄灭。“我们一起

来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在母女俩

的共同努力下，作业问题很快得

到了解决。

“原来，一个简单的‘收’字，

不仅能收起怒火，还能收获更多

的爱与理解。”在教育孩子的路

上，唐玉华没有停下脚步。因为

她知道，教育不仅是引导孩子，更

是父母自我成长与觉醒的过程。

在刘欣眼里，10 岁的女儿像

个“老人家”，什么东西都舍不得

扔，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宝贝”。每

当家里大扫除时，母女俩总会因为

这些物品的去留问题发生争执。

一个周末，趁女儿外出游玩，

刘欣对女儿的房间进行了一次彻

底的整理。她收拾出一大包她认

为无用的“破烂”，丢到楼下的垃圾

箱里。晚上，回到家的女儿傻眼

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你凭什

么随便扔我的东西！还给我！”

刘欣本打算等女儿回家后好

言好语地哄一哄，这件事就算过去

了。没想到女儿的反应如此强烈，

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

刘欣紧紧抱住还在抽泣的女

儿，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宝贝，

妈妈是看到你的房间太乱了，才丢

了一些我觉得没用的东西……”话

还没说完，便被女儿打断了：“你问

过我的意见吗？你知道这些东西

对我有多重要吗？”在女儿断断续

续的讲述中，刘欣才知道，自己丢

掉的东西里有女儿按照科普杂志

制作的“非牛顿流体”、和好朋友一

起设计的“游戏卡”，还有自制的梅

花“香水”，那是准备送给妈妈的新

年礼物……

听着听着，刘欣的眼眶湿润

了。“我眼中的‘破烂’对孩子来说

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那些都是她

成长过程中的珍贵回忆。”

想到这里，她连忙带着女儿到

楼下的垃圾桶找回了那些被丢掉

的“宝贝”。“我们一起为你的‘宝贝’

创造一个属于它们的‘家’，好不

好？”刘欣在网上购买了各种置物

架和收纳盒，专门用来存放女儿的

“宝贝”。望着井井有序的“宝贝之

家”，母女俩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温暖承诺带来的改变一个“收”字的魔力

善待孩子的“收藏”

专家支招 家庭教育“避坑指南”
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不仅无益于孩子的成长，甚至会给孩

子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走出误区，更好地呵护孩子成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蓉

为家长们支招。

李蓉李蓉：：情绪稳定的家长营造出的温馨家庭氛围，能赋予孩子安全

感，有助于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这也是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重

要基础。亲子关系不仅是基于血缘的情感联结，更是相互影响、彼此

支持的心理互动过程。当父母展现出稳定且积极的情绪时，孩子更愿

意敞开心扉，与父母进行深入的情感沟通，从而加深亲子间的情感纽

带，让亲子关系更紧密。

因此，在家庭中建立一个情绪支持网络很重要。例如，可以设定

一些共同的信号或动作，如“收”（冷静）和“嘘”（倾听），作为彼此理解

和支持的工具。这种做法有助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与情感联

结，值得家长们借鉴与学习。

李蓉李蓉：：当父母试图整理孩子的物品时，往往容易忽视那些看似微

不足道却承载着孩子情感与记忆的收藏品。这些收藏，不论是破旧

的玩具、涂鸦的纸片，还是海边捡回的石头，都是孩子与世界对话的

独特方式，是他们纯真岁月的见证。

作为父母，应当具备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孩子内心世界的丰富

与细腻；同时，也要怀有一颗包容的心，去尊重并珍视孩子的每一份收

藏。这不仅仅是对物品的整理与归置，更是一次心灵的触碰与理解。

它关乎如何在家庭教育中，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氛围。当父母能

以孩子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去珍视他们的每

一份收藏时，就能与孩子共同创造一个更加温馨、更加美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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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李蓉：：女儿半夜寻找妈妈的行为，其根源在于安全感的

缺失。妈妈通过不断学习和阅读育儿书籍，觉察到了这一问

题的本质。她耐心地倾听女儿的心声，并给予明确的安慰与

承诺，这些举措都是构建孩子安全感的基石。

孩子的每一个行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背后都隐藏着他

们的需求和想法，需要父母用智慧去“看见”和“听见”。因

此，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不能仅凭本能，而应不断学习育儿知

识，实现自我成长。并且，这种成长与孩子的成长是相辅相

成的，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方式，用心去理解和

感知孩子的内心世界，才能像文中的妈妈一样，发现并掌握

建立深厚亲子关系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