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每天爸妈和我交流只有学习这个话题，明

明以前我们很亲密的，但现在我越来越不想和他

们说话了。

答：有时候爸妈在亲子沟通中的方式方法真

的有待改进，老师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作为爸妈，他们一定特别关心你每个阶段的

状况。现阶段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因此，他们在

跟你聊天时，更多的话题会围绕学习。他们想更好地了解你

在学习上取得的成绩或者碰到的困难。你现阶段的学习经

历都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参与，可以提供

更好的建议，也能帮助你看得更远。沟通是双方的事，你也

可以以此为契机，去找一些话题，例如关心爸妈的工作和生

活，也可以跟他们分享学校发生的趣事，聊一聊你的梦想等

等。话题多了，你也就愿意跟他们说话了，依然可以找到小

时候的亲密感觉。

2.我已经是初一的学生了，但妈妈还总是把我当小宝宝

看，经常要抱一抱，我觉得这样很幼稚，但拒绝又怕伤了她的

心。

答：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让妈妈相信你已经长大。

你已经上初一了，但妈妈还是把你当成小宝宝，是否因

为你在和妈妈相处时，还存在着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以至于

妈妈总觉得你需要照顾。你可以承担起责任，在自己和妈妈

之间建立一种类似于成年人的平等关系。比如你独立且有

效地管理好自己的学习，适当完成洗衣服、搞卫生等家务活，

还可以在妈妈感到辛苦时，主动拥抱她⋯⋯相信妈妈不仅不

会觉得你是小宝宝，还会觉得儿子是一个会照顾妈妈的小暖

男了，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会伤到妈妈的心了。

3.每次爸妈聊天，我都很想参与，但他们总说，这些是大

人的事，和我无关。但是我很想提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啊。

答：首先，为你想要表达自己的心声、想法，积极参与家

庭事宜为父母分忧点赞。但另一方面，成长也来自懂得站在

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爸妈为何不让你参与？他们或许希

望你可以有一个安静专注的学习环境，不需要过早地承担家

庭的责任。因此，你可以尝试“纸条传情”，用书信、留言的形

式来表明你的想法和诉求，让爸妈正视你的话语权。同时，

你们可以协商组建“家庭茶话会”，每周固定一个时间，大家

一起聊聊最近的学习、工作，在沟通、关怀中获得慰藉，更好

地迎接生活的各项挑战。

4.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学习压力有点大，爸妈工作很忙

很累，我不想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他们，所以总是报喜

不报忧，但有些事情憋着又难受。

答：你是一个能够换位思考、懂得为他

人着想的好孩子。学习是苦乐交织的，

初三阶段的学习有压力是很正常的

事。面对压力，我们可以和值得信

任的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也

可以通过转移注意法或者是

合理宣泄法来缓解。

对爸妈“报喜不报忧”的

做 法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一 方

面，一直憋着烦恼、压力，会

对自己的身心产生不利的影

响；另一方面，“谎言”总有一

天会被揭穿，到那时对爸妈

造成的伤害反而会更大，这显

然违背了你替他们分忧的初

衷。其实一个真实的你，一个

不断成长的你，才是爸妈最希望

看到的。

报喜不报忧，但有些事不得不说
初中生的亲子聊天，如何选择话题是个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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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孩 子 进

入青春期后突

然变成一个刺

猬，一会儿吐槽

老师，一会儿吐

槽作业，我忍不

住给他讲道理，却

被他回怼：以后不跟你说了。

答：青春期是连接童年期和成人

期的黄金修补期，爸妈要在孩子的青

春期给予充分的关爱和引导，可以弥

补孩子在性格养成和价值观树立过

程中的一些不足和偏差。

这时候的他们的确很像刺猬，不

合时宜地讲道理只会被无情地顶回

来，打骂又会增加孩子的对抗情绪和

叛逆心理，很容易造成敌对状态。其

实，很多家长的说教是想让孩子按照

自己的想法来改变，这就是一种控制

的表现，这样会让孩子越来越讨厌爸

妈，越来越不想沟通。

在青春期孩子眼中，只有和他们

始终站在一起的爸妈，才值得被信

任，只有被信任了才可以进行有效的

沟通。这种沟通方式叫做“自己人效

应”。我们不妨把孩子放在和自己平

等的位置，设身处地地共情和理解他

的吐槽，来获得孩子的信任和认同，

成为孩子的“自己人”，再慢慢走进孩

子的内心。等到孩子愿意跟我们进

行平和沟通的时候，我们再去说一说

注意事项，这样的话，孩子可能更加

懂得爸妈的良苦用心。

2.专家说青春期的孩子要捋顺

毛、多鼓励，但一直说好话真的有用

吗？孩子不会觉得很假吗？

答：对孩子来说，爸妈的言语影

响很大，因此我们应该尽量给孩子正

面的评价，让孩子感受到被关心和被

爱，这样孩子才能更好地成长。我们

要认识到孩子的独立

性，站在孩

子 的

角度理解他，以平等的姿态尊重他，

以理谈事说服他，既指出问题又给足

面子，既找到不足又善于肯定。

很多家长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对

孩子“落井下石”，我们往往忽略，孩

子在遇到困难时最需要鼓励。当然

鼓励不是纵容或不去纠正那些不好

的行为，而是先从欣赏的角度看问

题，然后再循循善 诱 ，引 导 孩 子 向

一 个 健 康 的 方 向 成 长 。 如 果 一 味

地批评教育，容易导致孩子的逆反

加重，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那就会

得不偿失了。

3.孩子经常会说一些脏话，我

知 道 他 有 时 候 只 是 想 表 达 一 下 情

绪，觉得脏话很有“力度”。该怎么

跟他沟通？

答：面对经常说脏话的孩子，家

长首先审视自我，以身作则。孩子在

成长阶段喜欢模仿身边的人和事，爸

妈的一言一行更会影响孩子。家长

要自我反思，平常有没有脱口而出一

些不文明的用语，努力为孩子营造温

馨文明的家庭环境。当孩子讲脏话

时，不要暴跳如雷，粗口反击，而应冷

静地看着他，严肃告知这是不文明行

为，下不为例。

其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孩子

希望通过讲“脏话”来体现“力度”，这

种认知错误应该及时给予纠正。一

方面可以让孩子注视家长连续讲三

分钟脏话，一般孩子这个时候反而不

好意思开口，在此过程中会感受到说

“脏话”是没有素质的体现；另一方面

可以列举不同的场景和心情，教会孩

子如何用温柔且坚定的语言，表达自

己的情感和诉求，体悟真正的“文字

的力量”。

4.孩子喜欢看新闻，特别是社会

新闻，当他看到一些负面新闻时，我

们要怎么引导比较好？

答：首先，爸妈要肯定孩子爱看

新闻的习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新闻是孩子了解真实世界的一

个窗口，世界本就有阳光与阴影两

面；其次，如若孩子看了负面新闻

后产生过度紧张恐惧的感受，爸

妈要及时给予充分的安全感和

积极的引导；再次，我们可以

陪伴孩子一起观看新闻，参

与对负面新闻的讨论，听听

孩子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引导孩子辩证看待问

题，培养思辨性。最

后，我们可以和孩子

设想，如果我们处于

当时当地，怎样的解

决方式会更好，以此

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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