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小时候，父母好像并没有太在意教育，我们也都自然而然地健康长大了。现在，家长们看
书、听讲座、找人咨询，在家庭教育上花费了很多心思，困惑却更多了。经常听到家长说，养孩子感
觉如履薄冰，尤其是孩子青春期出现问题时，说轻了怕不管用，说重了怕伤自尊，尺度特别不好拿
捏。”一位家长近日在本报家长群中感叹道。

近期，记者在本报家长群中做了一项调查，八成以上家长表示在日常的家庭教育中存在困扰。
而当大家遭遇家庭问题时，有一半以上会选择向专业人士咨询，也有一些家长会与朋友、家人商量。

本期家长课堂邀请到步云山路小学校长孙震和沈阳大学应用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梅，就
大家关心的家庭教育以及家校沟通等问题指点迷津。

家校共育达到1+1＞2的教育效果
步云山路小学校长孙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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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 2022 年 1
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
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出台,体现了国家引导家庭教育向更好的
方向发展的决心。

“这说明国家看到了家庭教育对社
会发展的重要性，也看到在家庭教育中
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并从法
律层面开始着手解决”，沈阳大学应用心
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刘梅指出，期待这
部法律能对家长起到指导和约束的作
用。因为现阶段的很多家长都缺少家庭
教育的知识和相应的技能。

刘梅教授指出，眼下家长的教育焦
虑主要源于4个方面，首先是对于家庭教
育内涵的理解不够全面，过分关注孩子

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家庭的文化建设，
家国情怀的培养，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以
及道德品质关心不足。这就导致很多孩

子缺少成长动机，没有目标，容易出现
“空心人”现象；其次，家长在家庭中的角
色有问题。很多家长无意中充当了教师
的角色，而不是父亲和母亲的角色，要想
做好家庭教育，必须要让孩子感受到来
自父母的无条件的爱。不会因为孩子成
绩不理想，或者没有达到家长的期望而
产生自卑感和挫折感，进而导致亲子关
系紧张，甚至冲突，让孩子没有归属感；
第三是家长的育儿心态有问题，过于焦
虑不安，并经常把这种焦虑转嫁给孩子，
导致孩子承担过大的心理压力。要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家长放平心态，理解成功
是多维度的，不能只局限在几个指标上；
第四就是家长急功近利，盲目攀比，片面
追求成绩，结果只会事倍功半。

最近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再次把“老师与家长的家校关系”和“家庭教育中父母如何跟孩子沟通”的话题推到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旦这些事件热度过去，家长们又会回到以前的模式当中，无论是夫妻间的不良沟通模式，
还是与子女间的剑拔弩张，如鲠在喉，却无力摆脱。

2022年1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不仅要求家长必须“依法带
娃”，也有助于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家有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一定让人头疼不
已。孩子之所以会出现叛逆心理，这与家长的教
育方式大有关系。

1.子女教育出了问题，不要态度强硬，如打
骂孩子，赶着孩子纠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短时间
完成的。家长可以注意对他们日常生活积极引
导，随时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2.父母要多观察、多体谅孩子，孩子身上出
现叛逆现象，不要大惊小怪，每个人都会经历这
种叛逆期，要保持冷静地对待。

3.既然允许他做事情，就要允许他失败，这
是整个教育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孩
子遇到了特别有兴趣的事情，要允许他去做，千
万不要跟孩子较劲。前提是合规合法、合理合
情、有所节制。也无需过于担心会影响孩子以后
的前途。

4.多跟孩子在一起玩耍、吃饭、郊游、读书、
旅行，与孩子多一些亲子活动，让自己多了解孩
子一些，成为孩子的好朋友。

5.为全面了解孩子的各方面情况，可以以不
同方式与孩子的老师或其他学生家长一起交流
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看看他们教育
孩子有什么好的想法跟正确的方式。

6.这个时期大人在作家庭内部事务的决策
时，不妨邀请他们也加入进来，听听他们的想法。

7.积极肯定孩子所有的优秀之处，千万不要
当众羞辱、打骂孩子，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
们渴望得到家人的鼓励跟帮
助。说话的语气不要带着火
药味。比如说，你一定要
……你必须要……记得你们
彼此是什么关系，要尊重孩
子。

辽沈晚报记者
冯美琳

如何教育疏导
叛逆期的孩子？

成长

国家立法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从全国知名小学到一所接收外来
务工子女的学校，孙震校长多年的教学
管理经验令他深深认识到，只有尽最大
努力调动学生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
情，厘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任务分
工，才能让孩子充分享受来自老师和家
长的关怀，使教育给孩子带来快乐；只
有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才有
可能发挥其最大的育人效益，达到 1+
1＞2的教育效果，从而更好地促进孩子
幸福成长。

孙震介绍说，现在步云山路小学的
学生中，有70%是来自全国17个省份来
沈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教育的不均
衡，家庭教育的局限，家长对教育子女
的目标、成才的观念各不相同。因此，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也不相同。

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学生的安全
教育和家校共育问题让孙震思考良
久。他表示，学校从五个方面来保证师
生的人身安全和校园稳定。除了日常
的宣传安全教育，定期排查安全隐患，
学校还建立了特异体质学生档案，校领

导带头参与值班和上、放学安全巡查，
做好师生间、学生间、老师和家长间的
矛盾调处。

孙震说，现在的学校教育离不开
家长参与，要让家长走进学校，参与学
校教育的规划和实施，让教师走进家
庭、社区，指导家庭社区教育，更多地
接触孩子的生活。让家庭和家庭互相
参观学习，互相学习优秀的教育理念和
方法。

刚到步云山路小学任校长时，孙
震遇到过很多棘手的家庭教育问题，
他回忆道，当时有个 6 年级孩子，家长
平时早出晚归，工作非常繁忙，和孩子
几乎没有交流，所以孩子特别敏感、脆
弱，觉得别人都认为他不好，总想用暴
力来解决问题，只要有人告状，家长不
管是平时还是孩子熟睡时不问原因地
打孩子，长时间以来，孩子叛逆心理极
强。班主任老师多次跟这个孩子的家
长沟通，邀请家长参加学校的公益课，
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通过
几次跟这个家长的谈话，我也了解到
了孩子在家的情况。”孙震说：“其实
每个孩子犯错误的背后，有时只是想
引起家长的关注。”

为了增强师生、家长的感情，学校
组织趣味运动会，读书会、艺术节、科技
节等邀请家长参加，让孩子和家长感受
到共同成长的乐趣。在班级开展“认识
一位忙人”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每一
位家长；写好一封书信，纸短情长，情真
意切，感恩老师、父母的培养。

扫码添加入群

缓解教育焦虑 从提高家长认识开始

沈阳大学应用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梅

当孩子犯错时，家长应该如何与孩子沟
通？可以尝试先问问孩子这几个问题:

1.发生什么事情了？让孩子有机会说话，
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即使
孩子真的有错，也会因为有机会解释而比较甘
心认错。

2.你的感受如何？让孩子的情绪有个出口，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听得进去意见，就需要让
孩子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先同理孩子的感受。

3.你想做什么？知道孩子的内心想法，这
时不管孩子说出什么惊人之语，也不要惊慌，更
不要害怕，而是冷静地倾听。

4.那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让孩子自己说出
解决办法，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想解决的方
法。这样，孩子今后再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想
着要向你求助。

5.你这么做，后果会如何？引导孩子思考
结果。你是否可以接受这个？如孩子不能思考
明白。家长就要帮助孩子厘清思路，告诉孩子
什么后果是必须承担的。

6.你决定怎么做？让孩子思考下一步行
动，选择最有利的解决方式。即便他的选择不
符合你的期待，也要尊重孩子的决定。

7.你希望我做什么？让孩子知道父母的位
置，家长一定要积极表示支持，这会让孩子更有
信心。

8.下次我们该怎么做？让孩子学会反思，
反思自己的判断和解决办法是否有效，增强自
己的判断能力。

专家支招

从她接触过的一些案例来看，要想缓解这种焦虑，首先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其次家长
要不断地学习、思考，要了解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最后，家长要明确
家庭教育的实质，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正直、善良、勤奋这些
品德良好地传递给孩子，教会孩子基本的生存技能，形成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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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震表示，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把孩子当成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教会他做
人做事的道理，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旁给予协助，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打击
孩子，甚至打孩子。同时使孩子明白，父母始终都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从而避免孩
子再次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