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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玉用一个案例，分享了“角色概
念”的重要性。

有个孩子的爸爸是单位的领导，在职
场上指挥若定。但问题是，他回到家也改
不了“领导范儿”，每天一进门，就像例行
公事一样，把孩子叫到面前，问三个固定
的问题：“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收获？”

“明天计划是什么？”
孩子呢，也得一板一眼地回答三点，

最后爸爸还要像总结会议一样点评：“你
今天表现不错，但是还可以更努力，未来
要设定更清晰的目标……”

这孩子后来说：“我特别讨厌我爸，他
一回家我就想躲。”

这个案例的关键问题就在于——爸
爸没能完成角色转换。他在单位是领导，
回到家依然保持领导的姿态，把家当成
了“第二办公室”，而孩子则成了他的“下
属”。而这种情况在很多家庭里都存在，
会让孩子觉得家里充满了压力，甚至会
对父母产生排斥心理。

家不是职场，孩子不是下属。孩子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最需要的不是“汇报
工作”，而是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父
母的角色应该是倾听者、伙伴和情感支
持者。

当孩子推开家门那一刻，怎样的互动
才是真正有效的？陈舒恩给家长朋友们提
供了建议参考。

第一招：善于倾听。要想亲子沟通、互
动更有效，家长首先要学会“倾听”。听孩
子分享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有趣、好玩的
事，在听的过程中，不做“扫兴的家长”，给
到孩子足够的情绪价值。这样孩子就愿意
跟你分享。

第二招：同理心。其实，现在的孩子很
辛苦，社会的竞争压力大，父母的期望值
高，学习的时间长。所以，当孩子在学习
上、交往上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作
为父母，不要立马否定孩子的感受和情
绪，要学会用同理心接纳孩子、理解孩子。

比如，哪天孩子考试没考好，没有同
理心的家长会说：“你怎么这么笨？你肯定
没有好好学！你太让我失望了！”孩子听了
这些话，后面就不愿意沟通了，甚至产生
讨厌、逆反的心理。有同理心的父母会这
样说：“看起来你真的很难过。能跟妈妈说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失分点在哪里。”当孩子觉得，父母能够
理解他时，就更愿意打开心扉，真诚沟
通。父母也才有机会成为孩子的领航
员，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少家长有这样一个

困惑：为什么家庭物质条

件优渥、父母投入巨大养

育精力，孩子却越来越疏

远？日前，在宁波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举办的“智慧养

育”专题论坛中，三位嘉宾

的对话引人深思：真正滋

养孩子的家庭，父母都懂

得“不扫兴”的智慧。

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孩子正在吃
饭，分享着在学校的趣事，妈妈却突
然抽查奥数题，并开始责备孩子做错
了，孩子瞬间放下碗筷说“我吃饱
了”。这个案例中的家长，无疑是非常
扫兴的。

对于孩子来讲，什么才是他们需
要的“家”？不同的家庭氛围究竟会
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宁波市名班主任、宁波高新区外
国语学校陈瑛是一名小学老师，前不
久，她做了一个关于“家”的问卷。

数据显示，问及“喜欢什么样的
家庭氛围”时，高频词是“放松”“愉
快”“温暖”“有爱”；问及“最不喜欢父
母的话语”时，高频词是“快点去写作
业”“人家xxx考得多好，你怎么考
这么差？”问及“如果可以改变家庭中
的一件事，你希望是”，高频短句是

“父母多陪陪我”“增加外面玩的时
间”“多一些和家人一起分享的时
间”。

由此可见，小学阶段的孩子，家
带给他们的感受整体是安全的、温暖
的、相对轻松愉快的。但较多孩子会
感觉父母陪伴的时间太少，或者父母
高质量陪伴的时间不够，有一部分孩
子内心会有孤独感。

此外，从许多孩子不喜欢的父母
言论中可以看出：

虽然绝大部分父母是爱孩子的，
可是由于缺乏恰当的沟通方式，很多
孩子没能接收到爱的信号。一是父母
仅关注学习，“除了学习，没什么话
讲”，这样的过度关注会让孩子感受
到压力和厌烦。二是责备式关心。有
时候父母明明想传达关心，可话一出
口就变成了指责。三是命令式教育。
许多父母常常使用单向度、命令式的
沟通方式，比如“快写作业去”“赶紧
把饭吃完”。时间久了，孩子心里会积
压许多“不情愿”，造成亲子双方心理
距离不断拉大。

孩子们最不喜欢
家长说什么？ 针对这样的案例和现象，宁波市名

师、鄞州区惠风书院校长陈舒恩引导家
长：家庭和学校的职责是不同的，不可轻
易混淆。

如果说学校是教育的场所，那么家则
是养育的场所，需要家长在照顾、陪伴孩
子的过程中培养情感，以浸润的方式引导
孩子学习做人做事。

比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晚餐；
周末一起去爬爬山，拥抱大自然；享受亲
子阅读……这样的松弛、温馨、安全，才是
家，才是孩子心灵栖息的港湾。

如果说学校教育面向群体学生，提供
标准化教育，那么家庭提供的则是个性化
教育。作为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与
热爱并全力支持，让孩子在热爱的领域闪
闪发光。

如果说学校的重点在于培养合格的

公民，那么家庭的重点在于培养孩子独立
的人格，这才是孩子未来的立足之本、幸
福之源。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身医学科
主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庆玉，
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家不是什么”。

家不是“交易所”。“我给你报辅导班，
你就得给我考高分”“我给你买学区房，你
就得给我争面子”这类交易思维，让孩子
觉得回家像在签商业合同。

家不是“雕塑工作室”。太多父母拿着
刻刀，非要按自己的蓝图雕刻孩子。

家不是“驯兽场”。心理学上有个概念
叫“操作性条件反射”，“考得好就给奖励，
考不好就惩罚”，这样的操作，孩子当然感
觉不爽。毫无功利的共生状态，才是刻在
人类基因里的家的原型。

家庭不是“交易所”而是“养育场”

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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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汇报工作”，而是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

专题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