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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不听话，父母暴力会
留下诸多伤害，为了孩子性格健全
又不能要求他听话。那么，作为父
母，应该怎么顺利地把自己要求和
希望传达给孩子呢？不要求孩子听
话，那要求孩子怎么对待家长和老
师的话呢？当情绪上来时，就是想
打孩子，怎么控制自己呢？本报刊
发《家长暴力会给孩子造成终身伤
害》后，不少读者认识到暴力对孩
子的危害后，又不约而同地提出以
上问题。为此，本报记者请教了家
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注册讲师
吴纯和心理咨询师索建萍。

你给孩子提的要求合理吗？

“作为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
可以理解。但事实上，有太多的孩
子被这些期待和希望压得喘不过气
来。”吴纯说，当父母给孩子提要求
和希望时，首先要想想：我对孩子的
要求合理吗？我了解孩子吗？我对孩
子的要求，是建立在了解孩子的基
础上，还是自己的主观意愿?

就拿本案例中的父亲来说，他
对孩子的要求“上学”对其他孩子
来说，是个合理的要求，而对他的
女儿来说，就是建立在不了解孩子
的基础上的家长主观意愿。如果这
个父亲提前了解孩子的想法和状
态，就会避免在校门前的过激行
为。再拿家规或者说制定规矩为
例，对年龄大小不同的孩子，设定
家规的内容和过程也不同。对小点
的孩子，要明确地告诉孩子言行的

界限在哪里，越具体越好；对于大
点的孩子，父母应让其参与到设置
家规的过程中。参与的过程，会让
他体会到责任感和归属感，会让他
在以后的日子里更愿意执行家规。
同时，对于家规设置，需要根据孩子
的年龄逐渐变宽，随着孩子年龄的
增大，不断“放权”给孩子，直至帮助
其成为一个健康的独立的人。

不同的孩子，性格不同，回应
他人的方式也不同。吴纯说，同样
一句话，性格外向、反应敏捷的孩
子马上就可以回应；如果是性格收
敛、不健谈，或者说对外敏感的孩
子，貌似他听见了父母的话没有什
么反应，实际上他是思考或者斟酌
怎样回应你的话，或者根本不清楚
怎样回应。这时他的行为不是针对
你的，而是一种正常反应。因此，
作为父母，对孩子的性格一定要有
所了解。

你愿意听孩子说话吗？

“想让孩子听话，说之前一定
要让孩子高兴。”索建萍说，无论
哪个孩子，都是在高兴的时候能听
进父母的话；在不高兴的时候，耳
朵就会自动关闭，甚至听到了也不
愿意行动。这种“高兴”，并不是
说取悦孩子，而是向孩子传达自己
的爱，也就是说在给孩子提要求的
时候，先传达出对孩子的爱。这
样，孩子就会知道，父母这样说，
是因为“爱我”，而不是“管
我”。举例来说，孩子都喜欢玩电

脑，父母可以先提前与孩子约定好
每次玩多长时间，到时间了，孩子
还是不愿意关上电脑。作为父母，
甲说：“怎么还不关上电脑？老是
说话不算数！”乙则走到孩子身
边，扶着孩子的肩头说：“孩子，
这么长时间，你的眼睛多累啊！”
两种做法相较，乙的孩子更容易感
受到父母的爱，而甲的孩子，直接
体会的只有“管”。

“良好的亲子关系会使很多问
题迎刃而解。”吴纯说，作为父
母，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致力
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建立良好
亲子关系的核心是理解、尊重、包
容，同时还要多陪伴孩子。譬如和
孩子聊天、读书、做游戏。小时候
可以玩简单的躲猫猫、角色扮演游
戏，大了可以玩下棋、打球等智
力、体能对抗游戏。游戏无论是对
大人还是孩子，都是最简单的放松
且能拉近人与人关系的方式，作为
父母千万不要忽视其作用。

“良好的沟通时机和技巧也很
重要。”吴纯说，如果孩子正在专
心地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当然
不会注意也不会愿意听父母说的
话，这时候，父母最好换一个交谈
时间。如果父母用审问、责备、抱
怨、命令等不尊重的强势的方式和
孩子交谈，一般很难得到孩子的回
应。对于控制欲很强的父母，孩子
的不听话常常是一种消极的权力之
争。所以，建议强势的父母，一定
要改变和孩子说话的态度和方式。
因为孩子是有着自主意识的独立个

体，尊重是一切交流的前提。再就
是，如果想让孩子听话，作为父
母，首先要学会倾听孩子的话。如
果在平时，孩子主动和你交谈时，
你常常推脱、回避或是常常说教、表
露不赞同态度，那么孩子对父母的
信任和倾诉欲望自然会降低，孩子
会想，“你都不愿意和我交谈，我为
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所以，明智
的父母应该耐心平和、少说多听。

想打孩子时，

你能管住自己吗？

父母作为普通人，有七情六
欲，也有情绪好情绪差的时候。父
母应该对孩子有耐心、多宽容，但
工作、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有时
难免会把不良情绪带回家中。这时
候如果和孩子沟通不顺畅，父母的
耐心，也所剩无几了。“话赶话，
到那里了，真想揍他！”很多父母
都有过这样的体会，这时候怎么办
呢？

“父母想打孩子时，最好先离
开现场。”吴纯建议父母，这时候
要制造独处的机会，可以深呼吸，
心中从一开始默数到十，然后脑海
中想象当初孩子刚出生时的稚嫩模
样，如果手头有孩子的照片看看更
好，想想当初自己的简单愿望，如
“希望孩子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希望孩子幸福长大”……除此之
外，翻书、听音乐、大哭一场等，
都可以纾解自己的情绪。当自己情
绪平静下来，回头再想想，就发现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时候，如果
再和孩子谈同一个问题，语气、语
调就会与之前完全不同，与孩子讨
论的仅仅是问题本身，孩子会更容
易接受。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家长要
学会温柔的坚持。”索建萍说，如
果不能从现场抽离，在原则性的问
题上，父母要坚持自己的要求，但
态度一定要温柔、平和，不能带有任
何情绪。即使孩子哭闹、胡搅蛮缠，
也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孩子有了类
似的经验，就会明白父母的底线在
哪里，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家长的成
长”。吴纯和索建萍都建议父母，
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学会消除化
解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情绪人人
有，如何用无害于别人又利于自己
的方式化解掉，这是智慧。当与孩
子发生冲突时，管不住自己的情
绪，用暴力镇压孩子，只是暂时
“赢”了孩子，但却失去了孩子的
心——— 这是做父母的最大失败。如
果到孩子青春期时还不能改变这种
拙劣、愚蠢的办法，那就只能把孩
子推向别人——— 同学、老师还好，
如果是社会上的闲散少年，那么，
父母将悔之晚矣。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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