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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爱“吼娃”孩子易脆弱
每年新学期开始后，“母慈子孝”的亲子关系又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学龄儿童聚集的小区里，

又开始不时飘荡着“吼娃”的声音。专家指出，娃不能总是被吼，因为在爸爸妈妈的吼叫中，很有可
能会把孩子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都吼没了。总是有父母抱怨孩子不够坚强，有畏难情绪。对此，广
州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院副院长、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周亮教授表示，良好的亲子关
系是孩子坚强的关键。它可以保证孩子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勇于探索世界，不畏惧失败。

新学期是孩子的新挑战
现在不少家长感叹，孩子

为什么如此脆弱，承受能力这
么差。周亮表示，事实上，孩
子对于挫折的看法、定义和成
年人是不一样的。

例如新入学，孩子要适应
新的环境，新的规则，要逐渐
学会自我照顾，和同学发展良
好的人际关系，和老师进行互
动……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很大的挑战。

不理解的家长会说：“这有
什么啊，不就是上个小学吗，
谁没上过啊。”对于孩子的世界
来说，有困难、有挫折、有挑
战的事情，很多家长往往不认
可，意识不到这些对于孩子来
说有多难，亲子沟通就容易出
现问题。

周亮提醒，每一个人在遇
到困难、挑战、失败的时候，
都会出现情感上的反应，所以
家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
认同、理解他，承认他确实是
遇到了困难。比如，有的孩子
回家不愿意写作业，家长会认
为孩子偷懒、不爱学习。但事
实上，有可能是他今天上课的

时候，由于某些原因，有内容
没听懂，所以作业不会做，但
是他又很害怕承认自己不会
做，就说“我不想写作业”，故
意拖拖拉拉。

如果家长无法理解，就会
很生气，这是亲子沟通中的常
见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当孩
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难
过、沮丧甚至愤怒等各种情绪
上的反应，家长要做的是在情
感上给予支持。

案例
孩子为死去的宠物难过，

家长应该怎么办？
孩子养的宠物兔子死了，

家长可能会对伤心难过的孩子
说：“别哭了，爸爸妈妈给你买
一只新的兔子。还可以给你买
好吃的，买新衣服，或者带你
出去玩。”

但是家长要理解，这只兔
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生命，孩子和它建立了
情感上的联系。如今兔子死
了，孩子本就应该有情绪上的
反应，难过哭泣都是很正常
的。如果孩子不哭，或者很快
就喜笑颜开地接纳一只新的兔

子，那才是不正常的反应。
家长要允许、鼓励孩子表

达情绪。可以和他说：“你看起
来挺难过的，可以和爸爸妈妈
说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吗？”只有家长认同了孩子的情
绪，并告诉他每个人在遇到困
难的时候都会感到难过，这样
孩子才会觉得自己的情绪是正
常的，是可以被父母理解和接
纳的。父母长期坚持这样做，
孩子才会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

多拥抱受挫的孩子
在接纳孩子的情感以后，

还要给予他支持，让孩子知
道，不管这个事情是成功还是
失败，爸爸妈妈都是爱他的。
周亮举例说，比如某次考试
前，孩子很紧张。父母可以告
诉孩子：“我们尽最大努力争取
最好的结果。但不管成功失
败，我们都爱你!”对于小朋友
来说，父母就是一切，很多动
力都来自父母的赞扬、奖赏，
我们要告诉孩子，不管发生什
么事情，爸爸妈妈永远都会陪
伴、支持他。

如何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呢？首先，父母要耐心、积极

地倾听。在孩子说话的时候，
要全神贯注，理解他的话语以
及话语背后的含义，给予他适
当的反馈，例如点头、眼神的
交流、拥抱等肢体语言的表达。

当父母认可了孩子的情
绪，允许他表达情绪，并且给
予情感上的支持后，孩子强烈
的负面情绪会得到缓解和消
退。情绪会影响判断，孩子心
平气和后，才能对事情有一个
更正确的认知。

陪伴孩子应对具体困难
周亮提醒，在情感上给予

孩子支持后，要进一步给予认
知上的支持，即帮助孩子以正
确的态度对待挫折和失败。应
该让孩子知道，失败是人生不
可避免的部分，失败本身并不
可怕。永远只做自己最熟悉的
事情，可以避免犯错，但无法
前进，无法学会新的知识。所

以，一时的失败没什么大不了
的，被错误打倒再也不敢尝试
新的事物，这才是最可怕的。

在孩子接纳自己的失败，
愿意继续尝试后，家长就要帮
助他学会应对困难。可以和孩
子一起评估：目标是不是太
高，能不能实现；在失败经验
中，自己到底遇到了哪些困
难；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如何
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有哪些
策略可以解决困难，可以提高
自己的能力，可以降低目标、
分解目标等。

有时候，孩子会丧失信
心，家长要引导他回忆过去成
功解决问题的经验、例子，帮
助他增强信心；如果认为困难
确实超过了孩子的应对范围，
那么可以换一个更现实的目标。

（刘晓星）

如何提高孩子的写作能力？

小学生的写作水平总
是提高不了，这是很多家
长觉得头疼的一件事。很
多小学生写的作文基本属
于流水账，如何提高小学
生的写作能力？家长到底
该怎么做？近日，在一场
作家分享见面会上，青年
作家田鑫现场指导学生怎
样写好文章。

重阅读：要学会阅读自
然、阅读材料

分享见面会上，田老师首
先提到的就是阅读。要学会阅
读自然，阅读回家的路，阅读
城市的车水马龙，阅读一棵小
树，阅读一只小鸟……自然就
是一本最真实的阅读材料。学
会阅读自然，文章自然就有了
素材，因为你的眼里有过真实
的影子，心里也就有了真实的
感受。这时候，爸爸妈妈一定
要带着孩子多走出去，走到田
间地头，走出家门，走出围

墙，让孩子在实践中做
生活的观察者，从而成
为 一 个 生 活 的 参 与
者。当真正参与其中
了，孩子自然会有更
加真实的感受，也会

因为这样的参与而懂得热爱生
活、珍惜生活，文笔之间才会
有“真、善、美”。

另外，书中的大智慧也需
要阅读。田老师认为，新华字
典是最好的阅读材料，所有的
文字、词语的智慧都蕴含在新
华字典之中。这也是田老师从
小在写作方面优于身边同学的

“法宝”。他的床头一直有一本
新华字典，时不时地拿起来
看。此外，他建议孩子们大量
地读书，读好书，在书中与名
家对话、与自然对话、与世界
对话；还要多读一些能够带给
我们想象力的书，开启我们喜
欢探索、喜欢思考的大脑。

巧取材：从生活中取材，
在日记中磨练

生活随处都可以是作文，

每一件小事情都要有“我是否
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一篇文章写
出来”的思维方式，要让眼睛
成为最好的观察仪，把真实的
内容和情感写进文章就是出彩
的。

田老师建议孩子们，除了
做生活的观察者，还要做记录
者，就是要坚持写日记。日记
和作文最大的区别就是，日记
比较随意，想怎么写、想写什
么都可以，日记是记录真实素
材、表达真情实感最简洁有效
的方式，而作文则要注意文章
架构，以及对体裁、题材的运
用。日记中，每天的每一件小
事都可以记录下来，哪怕是一
句话、一种心情。要学会用日
记记录自己的成长故事，通过
日记帮助自己扩充语言表达的
能力。

真写作：用心写作，表达
真善美

田老师认为，写作文和写
好作文的区别在于用心，用心
不是简单的写得多，而是用心
去感受，感受小草发芽的喜
悦，感受鸟妈妈对鸟宝宝的关
怀，感受春风拂面就真的像婴
儿的小手抚摸脸颊的美好……
敢于想象，透过想象的翅膀，
赋予作文更深的意义。每一篇
作文都要有能表达的情感，情
感会带给读者“感恩、责任、
爱心、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不仅来自孩子对自然、对
社会的观察，更来自观察过程
中的共情及父母对孩子正能量
的引导。

（孟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