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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条关于“开学伊
始，兰溪12岁女孩小罗从自家
小区21楼纵身一跃，结束自己
的花季生命”的新闻引起众多
家长的关注。他们为孩子的
离去感到痛惜之时，更对“如
何与孩子沟通，及时了解孩子
的思想动态做好安抚，从而帮
助孩子快乐成长”进行思考。

陪伴、教育、尊重是爱孩
子的三个阶段，而沟通是贯穿
始终的。如何选择沟通的时
机沟通环境和话题都成了关
键。近日，“永报姐妹花”工作
室记者采用网上调查、上门询
问、电话调查的方式对部分家
长“如何与孩子沟通”进行调
查。

□记者 周灵芝 章芳敏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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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最大技巧是与孩子交朋友
“永报姐妹花”调查父母如何与孩子进行思想交流

主动沟通
快乐成长

我们调查了 40 名家长，其中有 10

位家长直言与孩子沟通存在严重不足，

孩子从不向他们倾诉苦恼或心事。16

位家长反映，孩子有时偶尔会向他们倾

诉烦恼，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让孩子稍

等，他们忙完手中之事后才会重新找孩

子谈话或者有时忘记了。表示自己经

常与孩子沟通，陪孩子吃饭、聊天，相处

非常融洽的家长有14位。

在 26 名与孩子缺失沟通或偶尔沟

通的家长中，有 20 名家长觉得沟通看

起来容易，因为大人整天忙工作，孩子

整天忙学习，哪有时间沟通?再说了，大

人和小孩沟通什么呀，有时连话题也找

不到。

永康中学校长施振生认为，沟通无

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中都十

分重要。现在社会多姿多彩，只要孩子

有健康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总能

活出自己的精彩。要孩子树立健康心

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与家长的沟通和

老师的沟通少不了。

日常生活中，那些主动能找老师和

家长沟通的孩子总能得到及时的引导

和帮助。而那些不爱说话的孩子，老师

和家长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或者看到

孩子心中有什么烦恼事不说，只能干着

急。所以，作为家长和老师只有不断改

进沟通技巧，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

心理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法，走

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想什么，缺

什么，才能帮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赵先生和妻子有一儿一女，女儿

今年 16 岁，儿子 11 岁。赵先生结婚

后，夫妻俩在成都经商，孩子交给父母

照看。他们很少回家，每次回来都会

给女儿带漂亮衣服，给儿子带游戏

机。渐渐地，他们发现了问题，每次通

话，孩子除了提出要求外，没有话题。

“两年前，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两

个孩子管不住了。女儿爱打扮，常顶

嘴。儿子则沉迷游戏。”赵先生说，他

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结束生意回永。

“我们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无非就

是想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想通了这点，我们一个月内就将店转让

出去。回家后，我每天送孩子，及时与

老师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和学

习情况，利用空余时间陪聊，周末带孩

子去超市、公园或爬山。”

赵先生说，他和妻子整整用了一

年时间，才渐渐地走进孩子的心里，知

道女儿最喜欢动漫中的柯南，最喜欢

穿紫色的衣服，最喜欢干的家务是拖

地等等。了解儿子最讨厌别人叫他

“小胖子”，喜欢玩游戏的原因是有人

表扬他玩得比别的小朋友好。赵先生

觉得，了解孩子的想法再“对症下药”

就容易多了。现在女儿的学习成绩稳

步提高，儿子也每天都自觉完成作

业。想起当初仓促结束成都生意回

家，夫妻俩都觉得值。

结束成都生意回永陪伴女儿，值
赵先生，40岁，个体户，家住江南街道

实录一

谈话从“今天过得怎么样”开始
胡女士，38岁，会计，家住华丰西路

实录二

胡女士的儿子今年12岁。胡女士

说，她现在非常注重与孩子的沟通。自

从孩子上幼儿园后，她坚持每天接送孩

子。每天回家的路上，她都会问孩子：

“今天过得怎么样？”

“孩子也许是习惯了这样的‘开场

白’。只要我问这个问题，他总会开心

地和我说学校发生的事。比如，他家

庭作业做得好，老师表扬了他；上体育

课，他偷懒被老师罚跑步，他觉得面子

上挂不住等。”胡女士说，每到这时候，

她都会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思想。孩

子受表扬时，她会鼓励孩子再接再厉；

当孩子受到批评觉得面子挂不住时，

她会告诉孩子，有人指正错误是好事。

胡女士介绍，现在孩子不管在学

校发生开心或不开心的事，都会告诉

她。“前几天，我去接孩子，有人问孩子

我是谁。孩子不假思索地告诉那人，

说我是他妈妈兼好朋友。”胡女士说，

那时候，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每周看一场电影，看出与儿子的“铁”关系
陈先生，50岁，职业经理人，家住金水湾小区

实录三

“平时，家长多陪陪孩子，家长与孩

子的交流就不会有问题。”陈先生觉得他

和孩子的关系，绝对能用一个“铁”字概

括。每当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问题

时，首先想到的便是他，而他和孩子的

“铁关系”完全是电影看出来的。

陈先生说，孩子小时候，他就常常

陪着孩子看动画片。《奥特曼》《大头儿

子小头爸爸》等，他都没少看。如此一

来，他与孩子沟通时就有话题了。比

如，看《哆啦A梦》后，他们会交流假如

有一只机器猫，最想干什么事？看《奥

特曼》后，他们会交流假如遇到坏人

时，该怎么应对？

“现在孩子上初中，看电视的时间

少了。但我每天临睡前，都会询问他完

成作业的情况。每到周六，我和妻子就

一起陪他看一场电影。”陈先生说。

学会让问题“缓一缓”
章女士，47岁，文员，家住金胜路

实录四

章女士说，女儿上高中后，就变得

没以前听话了，考试成绩排名也下

滑。她就拿出当母亲的威严，对孩子

的错误批评得丝毫都不容辩解。

“有一次，对孩子进行的责骂后，

我在微信上写下自己对女儿的爱和不

得已的严厉。世界上每位母亲都一颗

柔软的心和一副严厉的脸。”章女士

说，微信发出后，一条署名“摩天轮”的

留言吸引了她，那正是女儿写的。原

来，女儿看到微信后，知道了她的苦

心，为自己的不懂事而愧疚。

虽然只是在微信上留言，这样的

沟通方式，让章女士与女儿间的隔阂

消退不少。

现在，章女士遇到问题不会立马

“发作”，而是先把事情放一放。她先

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再以朋友的身份

约女儿散步、唱歌，在女儿心情舒畅的

时候提出看法。她也渐渐明白，父母

对子女最好的表达，莫过于适时沟通。

孩 子 ，做 错 了 改 正 就

行。现在考不好，不等于将

来也考不好。只要努力就

会越来越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