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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你和和孩孩子子沟沟通通得得好好吗吗？？
千位家长齐聚兴盛·铭仕城教育论坛，共同探讨成长教育话题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张晶）
继第一场教育论坛火爆进行后，

5日，由本报和中国教育在线主办，
铭仕城承办的兴盛·铭仕城中国成
长教育论坛第二场在烟台市府礼
堂举行，再次引起千位家长关注。
现场，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称莲
就如何与孩子更好地沟通进行讲
解，刘老师建议，再忙也要放下手
中的工作，抽出时间来与孩子沟
通，而且沟通不仅仅是语言的沟
通，心与心的沟通更重要。

孩子性格中有小部分天然的
成分 ,但绝大部分是后天形成的，
是可以培养的。在孩子性格形成过
程中，父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父母应尊重、顺应孩子的天
性，使孩子的性格自然形成。不少
父母抱怨孩子不听话，其实大部分
原因是不尊重孩子的天性，才会使
孩子变得暴躁叛逆。

刘老师介绍，与孩子的沟通可
以分为几种情况，最浅层的交流就
是打招呼。“妈妈，我回来了。”小朋
友经常推门进来，和妈妈打过招呼
就进自己房间了。“这是最浅层的
沟通。”刘老师说。

沟通不能仅停留在打招呼的层
面，更深一层的内容是讲事实，“比
如，孩子在饭桌上跟家长说，明天要
交钱，这是讲事实。”刘老师说，还有
比讲事实更进一步的就是谈感受。

与孩子沟通，不仅仅是打招
呼、讲事实，更有效的沟通是谈感
受。孩子没考好，愿意和家长讲述，
家长更应该放下手中正忙的事儿，
耐心听孩子说话，跟孩子沟通。

“有很多家长手里正忙着，孩
子一回来想说什么，但是家长往往
忽略了这个，经常打断孩子的讲
话，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与孩子
沟通，时间长了，有可能孩子长大
后就不愿和家长说了，所以这些细
节应该多注意。”刘老师说。

此外，溺爱讨好、粗暴指责、唠
叨讲理、打岔逃避等都是很典型的
效果不良的沟通方式。

刘老师说，良好的倾听包括
“一停”、“二看”、“三听”。

“一停”指的是孩子在与家长
说话的时候，家长务必放下手中正
在忙着的事情，而不是说“妈妈忙
着呢”，这样容易影响孩子与家长
沟通的积极性。

“二看”指的是家长应该专注
地看着孩子说话，学会用眼
神进行沟通，与孩子互动。

“三听”就是最后的倾听，
倾听的时候，还可以配合着一
些交流技巧，比如不断地重复孩
子说的话，同时还可以重组孩子说
过的话，并且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
感受。

沟通的方式有很多，而不仅是
语言的交流。有很多家长忙于工
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
少，刘老师现场讲了一
个小故事，称一位父亲
经常出差在外，无法陪
伴孩子，但是每到一
个地方，父亲总会为
孩子购买一块橡皮，长
此以往，孩子收集
了一抽屉父亲给
其从各地购买回
的橡皮，孩子很珍
惜这一切，“这也是
一种沟通的方式，能
够 让 孩
子感受
到 ，即
使 父 亲
不 在 身
边，但是知
道父亲心里
爱着自己。”
刘老师说。

良好的倾听

是啥样的？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邀请了烟台二中的老师王志刚和主讲
人刘称莲、杨阳共同举行了一个成长教育的微论坛，就时下家长、
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让孩子活在当下，感到快乐充实

执教20年，培养的学生
多位考上北大、清华的烟台
二中老师王志刚先拿自己
举起了例子。“真的考上顶
级名牌学府的学生是少数，
我 的 孩 子 考 不 上 北 大 、清
华，只要孩子做最优秀的自
己就很好了。”

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使
王志刚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
同样的一句话可能会激发一
个学生，也可能会伤害一个孩

子。教育不能千篇一律，是因
人而异的，也就要因材施教。

“父母是孩子永远的老
师，家长要有阳光的心态，孩
子才能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状
态，心里也才能充满阳光。”王
志刚说。今年高考山东作文的
题目是打开窗户看世界，在他
看来，这个窗户是心灵的窗
户，什么样的心灵就会看到什
么样的风景。

在刘称莲看来，考上名校

是结果而不是目标。“教育的
目标是，孩子可以快乐地完成
每一个任务，这样，再长远
的目标实现起来也就容
易了。要让孩子活在当
下，快乐和充实。”

至今还是学生的
杨阳认为，学生考不好
并不代表这个学生就
不好，只要每天都积极
向上的好一点，终会成
为想成为的那个人。

培养特长要考虑孩子的兴趣和天赋

暑期在即，不少家长和
学生又在考虑这个假期该
不 该 报 班 ，该 上 什 么 班 合
适。对此，刘称莲结合自己
女儿和一些经验介绍，如果
孩子有兴趣不妨长久地培
养一项特长。不过，也要考
虑孩子是否擅长这个项目。
有的家长固执地培养孩子
的某项特长，只奔着将来考

专业高等学府，很有可能会
把孩子耽误了。只有孩子擅
长 ，才 能 激 发 内 心 的 成 就
感，从而不断激励他在其他
方面也取得进步。“只要孩
子天天感觉心里美滋滋的，
各种兴趣就大量的来了。”

王志刚认为暑假假期
时间长，不能浪费。现在报
兴趣班，有可能是为孩子将

来高考填报志愿做准备，更
了解大学的专业。不过，他
不建议低年级过早参加辅
导班。“他都提前学了，知道
答案了。老师在课堂上精心
设计的学习环节，他就认
为老师是在演戏，不会
有兴趣。长此以往，就
会养成不好的学习习
惯。”王志刚说。

孩子习惯不好，多求助老师

有家长反映，孩子的学
习、生活习惯不好，不知道怎
么解决。刘称莲举例，在她女
儿小的时候，家里专门制订了
针对不同人的法则。比如爸爸
的鞋子要放到鞋架上，妈妈说
话的声音不能过高，孩子要写
完作业再玩。每一个人都有要
解决的问题，互相监督，错一
次就交一元钱。当家长和孩子
一起来玩，一起遵守规矩，孩
子也能当监督者，就会更容易

克服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王志刚认为，学生习惯的

养成和学习的主动性有很大
的关系。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
子女，更在意来自同伴和老师
的肯定。他在课堂教学中，也
常会运用这样的思路，把一些
难题留在黑板上，让学生自己
想办法解决，介绍给大家。“有
一次我写了一个化学的题，最
后有两个学生分别用数学的
不同的方法解出了答案。当

时，全班的同学都在
为他俩鼓掌，这两个
学生以后在类似的情况
下，肯定就会多钻研用心。”

王志刚建议，如果家长发
现孩子有不好的学习习惯，一
定要多和老师沟通，尤其是孩
子班主任老师，老师有着多年
的经验，在学生那里，有时
候老师的一句话会比
家长的很多句话都管
用。

不要当众教育孩子

“孩子放学在校门口，这
个时候家长不适合教训孩
子。”刘老师认为，公共场合下
不适合，教育孩子一定要注意
情境。

沟通不仅要注意场景，双
方的情绪也要考虑在内，沟通
都是双方的，如果双方的情绪
都很好，那沟通会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

“女儿平时回家的时候，
我们经常围在一起包饺子，这
就是一个沟通的好机会，包饺
子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
这个时间段内，可以和孩子

聊聊他们的生活、学习，一定
不要浪费类似的机会。”刘老
师说。

此外，刘老师表示，家长
在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家长一
定要把情绪先调整到心平气
和的状态。心情不好，情绪
很激烈或者情绪很低
落，总之很糟糕的
时候最好闭嘴。
就算家长状态
很好，还是要
看孩子有没
有心情听家
长说话，如

果 孩 子 没 有 心
情，那家长还是
最好打住。
本报记者 张晶

家家长长心心里里要要先先有有阳阳光光
微微论论坛坛上上，，多多名名与与会会代代表表畅畅谈谈教教育育热热点点问问题题

刘称莲现场交流。

会场里，家长
听得很认真。

很多孩子来到现场。

会场里，家长都听得很认真。

孩子们现场认真地做着笔记。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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