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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春期孩子沟通：

少说多听
尊重孩子“话语权”

最近，市民张女士最近有个新发现，正
上初一的孩子放学回家说的话， 越来越
“潮”，让她感觉有点跟不上孩子的节奏了。

与张女士有同样感触的家长并不少， 孩子
日记本上随手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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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弓虽……让众多家长看蒙了。

对此，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说：“家长
不可忽视与孩子的沟通，尤其是青春期孩子
的沟通问题，有调查显示，

59.2%

的中学生一
个月内与母亲发生过

1

次—

5

次冲突。 ”

想知道如何与孩子好好沟通吗？ 来听听
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掌握孩子心理需求给予指引

家长与孩子发生“冲突”

太常见了。 以一组一媒体公
布的数据做说明：

59.2%

的中
学生一个月内与母亲发生过
1

次—

5

次冲突；

20%

发生
过

6

次—

10

次冲突；

2.8%

发生过
11

次以上的冲突。

当然， 这里说的冲突并不
是严重到大打出手， 而是
家长与孩子这间有争吵或
是争议， 总之就是与家长
的意见相左。

“我也是着急，看到孩子

回家看电视， 看到他行动很
拖拉， 看到他学习成绩落后
了， 肯定会多嘴说他几句
呀。 ”张女士直言，两母子一
言不合就容易开吵， 即使孩
子不回嘴， 也听到跟没听到
一样，让她十分闹心。

老师认为， 家长要了解
青春期孩子的特点。 要想破
解， 家长首先要明白青春期
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有的特
点。 比如说，孩子很注重朋友
情深，拥有自己的朋友圈。

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
需求， 家长可以给予针对
性的家教指引。

老师说，孩子追求“话语
权”，家长就可以给孩子“选
择”的机会。 孩子追求“自
由意志”，家长就要学会尊
重孩子的“自由意志”，引
导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 孩子追求“归属感”，家
长需要尊重孩子的兴趣爱
好、隐私，学会关心他们的
朋友、团队。

1.

“跟孩子交流， 他总是左耳进，右
耳出的。 ”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种痛苦
的领悟。 其实，想让孩子与你进行有效
沟通，是有技巧的。

在家长和孩子的沟通中， 我们往
往容易走入一个圈子。 在一段沟通
中，孩子才说了

27.6%

，而家长至少说
了

52.4%

。

教教大家几招亲子沟通的技巧：

第一招：少说，多听，尊重孩子的话
语权

第二招：读懂孩子的“潜台词”，开
启有效沟通

第三招：动之以“情”（共情），走进
孩子的内心。

2.

孩子上课时乱插嘴，被老师批
评了。 作为家长， 我们要怎样与孩子
沟通呢？

陈锋秀说，家长要耐心询问，细心
倾听孩子诉说， 了解事情的具体经过。

同时，家长要学会体会孩子此时内心的
感受和需求。

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家长有几个
关键话语是要表达的。 比如“我知道你
被老师批评了，你心里很难过！ ”；说出
孩子的感受，“我知道你感觉没面子。 ”；

说出孩子的需求，“我知道你希望得到
老师的关注！ ”这些能够说出孩子内心
感受的话语， 引起孩子共情的细节，家
长是可以好好琢磨的。 （李春燕）

一位初二男生与母亲的
对话，同样的谈话内容，母亲
用不同的沟通方式， 孩子会
有不同的反馈方式， 有效沟
通就是这么来的。 家长们可
以各自体会。

多数家长的传统沟通
方式：

儿子： “班主任真的
好烦！ ”

妈妈： “你怎么这样
说话？ ”

儿子：“他上课时说成绩
好没用， 重要的是要学会做
人。不会做人，成绩再好也没
有用。 ”

妈妈： “我觉得老师说
得对。 ”

儿子：“根本是乱说！ ”

妈妈： “你只管学习就
是，管这些干什么？ ”

儿子： “我不想跟你说

了……”

说的是同样的话，换种
沟通方式：

儿子： “班主任真的
好烦！ ”

妈妈：“怎么回事？ ”

儿子： “他上
课时说成绩好也
没用，重要的是要
学会做人。 不会做
人，成绩再好也没
有用！ ”

妈妈： “你听
了这些， 感到很
生气？ ”

儿子： “ 当
然了！ ”

妈妈：“你是不
是觉得他在说你？

我明白了， 你觉得
他在批评你， 于是
你觉得很委屈，所

以你生气了。 ”

妈妈：“我能理解你的感
受。不过，老师是在一个特定
的情境下说这些话的， 不一
定是针对你，你要谅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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