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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导孩子说出委屈，并
表示赞同。

案例一：刚入学的彤彤因
为上学忘记带铅笔盒，便想问
身边的同学借一借文具。不料
刚好被老师见到，认为彤彤讲
话不守课堂纪律。就在下课后
把彤彤叫到办公室训话。回到
家，彤彤因为怕妈妈责备就一
直不敢提起这件事，只能在一边
生闷气。其实不少孩子入学时，
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但为什么
孩子被误会受了委屈都不敢向
家长倾诉呢？很大原因是家长教
育方式不当造成的。部分家长过
于关心孩子的成就，而缺少跟孩
子的日常沟通。孩子害怕说出实
情后，家长会责备他，所以孩子
情愿把委屈收起也不愿意跟父
母分享。

那么家长怎么解决这问题
呢？首先家长要学会观察孩子，
孩子的情感世界并没有成人那
么丰富。喜怒哀乐往往都写在脸
上，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情绪不
对劲，就要主动询问。妈妈应该
做的就是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
给孩子，让他真正的打开心扉。

询问要注意语气和方式，
不要用逼问的语气去问孩子发
生了什么事。更不要在孩子不
想说的时候拼命追问。可以以
一 个 朋 友 的 方 式 沟 通 ，比 如 ，

“妈妈现在是你的好玩伴，你要
跟你的朋友说下今天在学校遇
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或者不开
心的事？”

当孩子说出委屈时，妈妈
就应该给他进行心理辅导和教
育。不是要家长给孩子传递“老
师误会你，妈妈去找老师说清

楚去”这类负面信息，更不应该
把“错”全部推到老师身上。

妈妈应该在了解事实的基
础上，有区别性的解决问题。如
果确实是老师或者其他人的错
误，妈妈应该明确告诉孩子，他
并没有做错，在妈妈心里他还
是好孩子，只是跟老师的沟通
出现了小问题而已，只要孩子
在这方面改进就可以了。

2、让孩子学会理解他人，
明白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需要互
相理解、关心的道理。

对孩子付出爱的同时，也
要让他们知道，别人同样也需
要他的爱。这样做就能使孩子
在沟通中了解、关心别人的愿
望，使孩子变得善解人意。

以案例一来讲。父母不但
需要引导孩子形成对这件事的
正确看法，还需要让孩子学会
去理解老师。老师之所以这样
做，是不是为了让大家更用心
的学习呢？让孩子明白，老师对
于他的责备是为了全班同学着
想，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在课堂
上分心。即使老师判断有误，但
老师的出发点却是好的。

这样换位思考，让孩子学
会包容、礼让。与人发生不快和
矛盾时，通过换位思考来冷静
处理。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摩
擦，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
应轻易动怒，而应换位思考，谅
解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遇到别人由于误会而冤枉自己
或无意伤害了自己时，更应当
予以谅解。孩子懂得了这个道
理，有利于长大后的为人处世。

理解他人，还需要从生活
小事做起。不少孩子习惯随手

扔垃圾，或者垃圾桶就在不远
但不愿意多走几步。这样不仅
不文明，还容易养成孩子的自
私性格。作为孩子的榜样，父母
应该以身作则，无论多远，都要
把垃圾仍在垃圾桶里。类似这
样的小事举不胜举，父母平时
多个心思，孩子的好习惯就能
顺利养成。

3、引导孩子解决问题
案例二：乐乐是个性格内

向、比较胆小的孩子。而同班同
学小伟则是个“小霸王”，性格
相对比较霸道。所以在校的时
候，小伟见到乐乐的东西漂亮
就想据为己有，常常不经乐乐
同意就拿走，甚至会因为乐乐
的不同意而动手打人。这让乐
乐很生气，但又因为胆小而
不敢做声，于是就任由自己被
欺负。

遇到这类问题，家长先要
冷静下来。不能因为孩子被欺负
了就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解决。
要帮助孩子明辨是非，走出困局。

首先让孩子明确动手打人是
错误的表现，小伟这样做不对，应
该给予批评。

然后，尝试解决两个孩子交
往的问题。乐乐除了忍耐之外还
可以做出什么行动呢？这是妈妈
最关心也最需要引导的问题。试
着先安慰孩子受伤的心灵，让他
先稳定情绪。

再跟他探讨一下，小伟为什
么要欺负他？是不是因为小伟觉
得你没把他当朋友呢？可以鼓励
孩子和小伟多多交流，帮助孩子
成为好朋友，学着与朋友分享，一
起分享有趣的事物。

如果小伟对乐乐的态度依

然不改。那么妈妈就需要引导
孩子，学会保护自己。还可以向
老师、家长反映下问题，和他们
讨论下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家长也需要反思，自
家孩子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

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疑问呢？
虽然小伟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乐

乐也同样存在问题。正因为乐乐
不够自信、胆小怕事，缺少与同学
的交流，便容易被一些霸道的孩
子认为好欺负。所以父母引导孩
子解决自己本身问题也是很重
要。可以多给孩子一些赞美、让他
多参与到集体活动中，让他的性
格变得更开朗大方。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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