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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

父母们平时工作紧张，回到家里比较疲惫，
见到放学回家的孩子，往往只是唠叨学习上的
事情。你有没有想到孩子在生活中、在情感上，
也有许多需要表达的东西呢？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应该是孩子
的主要倾诉对象，父母的言行对于培养孩子良
好的品质和性格有着深远的影响。孩子的心里
话如果长时间不说出来，低落的情绪得不到排
解、疏导、关注，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心理障碍。

作为父母，都经历过自己的青少年时期，都
有感到迷茫无助的时候，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
孩子也是这样。我们要设身处地地多为孩子想
一想，疏导孩子的情绪，积极为孩子排忧解难。
合格的父母，会第一时间关注孩子的感受，引导
孩子健康成长。

告诉孩子，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孩子在学
习上尽力了就好，父母不要将学业的“枷锁”套在
孩子身上，不要让成绩这块“大石头”把孩子压
垮。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每一个
孩子的生命都是鲜亮的、有灵性的，父母不要把
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强加到孩子身上。

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要让孩子勇敢地说
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人
生。孩子完成一件事，父母要多鼓励，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心态。要平等
地对待孩子，像朋友一样和孩子对话，尊重孩子
的隐私，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感受到父母
对他们的关心。

让孩子把话说出来

养育孩子，首先要立德树人，让孩子
善良、有爱心，懂得体贴他人，即拥有爱的
能力。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爱的能力呢？
记者认为，身教胜于言教，父母要先从自
身做起，让孩子看到父母如何表达对家
人、对身边人的爱，并且感受到被爱。

陪伴，满足孩子的早期依恋

在很多家庭中，孩子 6 岁前被妈妈
照顾、呵护，与妈妈交流得多。这个时
候，爸爸要多在孩子面前表达对妈妈的
爱、关心。孩子沐浴着爸爸妈妈的爱，看
着爸爸照顾妈妈，耳濡目染，有样学样。
这种良性的互动传递着家人之间默契的
爱，能给予孩子安全感和满足感，也能避
免孩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钱
志亮看来，0～6岁是孩子建立依恋关系
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肌肤的接触和
情感的交流，对孩子成长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孩子就是从这种亲密关系中获
得爱、信任与安全感的”。

因此，在孩子生命早期，父母应密切
关注孩子，陪伴时全身心投入，看到孩子
有情感需求时及时回应，让孩子对父母
产生亲近感。比如，当孩子需要安抚、安
慰时，父母就在身边，或通过电话、视频
表达关爱，让孩子安心；当孩子倾诉时，
父母认真、耐心地倾听；父母无论身处何
地，都记挂着孩子开不开心、是否受了委
屈，察觉、过问孩子的各种状况，关心孩

子的情绪波动……家长的这些做法，能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很在乎自己，“我值得
被爸爸妈妈爱”。父母无条件的包容和
爱，能帮助孩子用健康的方式释放不良
情绪。

钱志亮认为：“孩子越小，越需要父
母花时间和心思陪伴，尽量满足孩子的
早期依恋，这样父母才能占据孩子内心
最宝贵的位置。”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他们从父母身上学会的包容、尊重与爱，
也终将回馈到父母身上。

肯定、欣赏、支持孩子

父母是以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看
待孩子，对孩子发展走向的影响会截然
不同，即人们常说的“你眼里的孩子是什
么样，他们往往就会长成什么样。”

面对叽叽喳喳的孩子，父母如果能
静下心来认真听他们说话，适时作出恰
当的回应，鼓励孩子表达，启发孩子思
考，孩子的口才就会越来越好，思维日渐
敏捷，分析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反之，父
母如果表现得不耐烦、心不在焉，打断孩
子，就会挫伤孩子表达的积极性，时间长
了，孩子就会不愿意和父母分享自己的
喜怒哀乐，说话越来越少，语言表达能力
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喜欢把家里的东
西拆得七零八落，总想看个究竟的孩子，
如果被夸奖、鼓励并得到必要的支持，就
会不断地探索、尝试。相反，如果父母批
评孩子糟践东西，是个“败家子”，孩子很

可能在指责声中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尝
试了。

父母积极的态度，能让孩子确定自
己的想法被理解、自己的感受被关注、自
己的愿望被看见，父母爱自己，能和自己
共情，亲子间心与心离得很近。即便是
平庸的孩子，也能从中找到“我可以”“我
能行”的信心，把这份爱回馈给父母，并
感恩父母。

父母的爱渗透在行为中、眼神中，也
渗透在语言中。如果父母习惯以讽刺、
挖苦、命令、指责、嫌弃、打击，甚至恐吓
的语气和孩子对话，孩子就无法感受到
爱。比如，有的父母明明心疼孩子摔倒
磕破了腿，却说：“活该！谁让你这么淘
气，以后不敢乱跑了吧。”这种糟糕的沟
通模式，会引发孩子的不快、痛苦、反感，
直接导致亲子关系的冷漠。孩子疏远父
母，也不容易学会爱父母、爱身边的人。

孩子不会骗人，他们有多爱你，就多
愿意靠近你。钱志亮说：“一段高质量的
亲子关系，需要父母具备好好说话的能
力。不同的家庭，亲子间的亲近方式不
同，或偏重外在的语言表达，或偏重不留
痕迹的默默关心，两者的前提是和善的
态度。只有态度正确了，我们的爱才能
真正地抵达孩子的内心。”

让孩子享受被需要的感觉

日常生活中，父母要尊重孩子的付
出，开心接受孩子的爱意并表达感谢，在

点点滴滴中形成亲子间一条流动的、爱
的河流。

孩子幼年时曾无数次表达对父母的
爱：母亲节时，用彩色纸给妈妈做一条漂
亮的裙子，父亲节时，画一张贺卡送给爸
爸；真诚地对妈妈或者爸爸说，“等我长
大了，把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买
回来”……对孩子的小礼物和童言童语，
父母要欣然接受、表达感激，也可以当着
孩子的面讲给家人和朋友听，夸夸他，这
些积极的回应能激励孩子做得更好。

把“感恩教育”融入生活实践中，给
孩子创造学习爱和表达爱的机会。所谓

“感恩教育”，就是让孩子明白要随时随
地尽己所能关心、照顾家人和爱自己的
人，享受自己被需要的感觉，这种感觉会
让孩子心生自豪，逐渐培养起责任感。
例如，在家里，父母要学会适时示弱，放
手让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表达
感激之情；可以适当和年龄大一些的孩
子聊聊自己的烦恼、遇到的困难、身体上
的不适等，给孩子关心自己的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边玉芳认为，“感恩教育”需要让
孩子在真实的生活中去感受。他会了解
父母的辛苦与不易，会发现和正确面对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挫折，而孩子一旦可
以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习得了战胜
困难的能力与勇气，就会拥有更好的心
理弹性，这对孩子一生都是非常有益和
重要的。

据《中国妇女报》

如何养育懂爱会爱的孩子如何养育懂爱会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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