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话反说成教育孩子“偏方”

如果讨厌孩子顶嘴，就
给孩子回答的机会吧。知道
顶嘴和回答的区别吗？妈妈
完全不听取孩子的意见，只
是一味地向孩子灌输自己的
想法，命令他去做这做那，孩
子就会顶嘴。相反，将妈妈的
想法告诉孩子，让孩子也提
出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回
答”。哪怕是相同的话，“顶
嘴”就会让妈妈动怒，“回答”
则不会。

孩子说的每一句话，也
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他们也
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
他们也有自己的视野，自己的
感受。但我们不可能进入到他
们的脑海里，所以就要去问，去
了解孩子们在想什么。父母
要给孩子们充分的回答机
会，也要教会他们有理有节
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妈妈不能因为孩子的回
答不合心意就大发雷霆。妈
妈也要伴随着孩子一同成
长，要懂得接纳孩子的意见。
“会听”要比“能说”重要得多。
只要敞开心扉去和孩子对话，
“顶嘴”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请从妈妈开始实践吧。

要让孩子对自己说出的
每一句话负责。只有这样，孩
子才能意识到，妈妈并不会
满足自己信口开河说出的所
有要求。妈妈不仅要给孩子
说话的机会，还要教会他说
话的方法，不能让他随口乱
说。善于和孩子沟通的妈妈，
会让自己和孩子都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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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案例

家长说反话 孩子很听话

欢欢今年 5 岁，她性格开朗，天
性好强，在同伴中，总是扮演着“大姐
大”的角色。“可是最近妈妈发现欢欢
变得很调皮、贪玩，叫她去写作业，她
却拖拖拉拉不肯去，手脏了让她去洗
也不去洗，真拿她没办法。

有一次，欢欢又不愿意写作业，
可把欢欢妈惹急了，欢欢妈吓唬说：
“你再不去写作业，晚上就不让你上
床睡觉”。没想到欢欢乖乖地写作业去
了。看发脾气这招挺管用的，欢欢妈也
越用越多，欢欢不吃饭时，她说，“欢欢
不用吃饭了哦，这样妈妈就省粮食了”，
欢欢贪玩不去学习时，她说，“欢欢下次
语文考试肯定只拿 50 分，绝对不会上
60 分”。欢欢妈发现，每次这样刺激欢欢
时，她总会乖乖地去吃饭或写作业。

■专家分析

正话反说可成教育“偏方”

4-7 岁的孩子已经进入了“竞争
期”，此时，孩子在心理上表现为好胜、
好强，同时还特别叛逆。这时，和孩子交
流，如果正话反说，可能会收到意想不
到的正面效果。如孩子写作业慢时，家
长可说，“我看你是你班上写作业最慢
的吧，明天交作业肯定比某某还要晚”，
在“竞争期”的孩子肯定会说，“我才不
是呢，我肯定比他快”，于是就加快速度
写作业了。而当孩子不愿意去上学时，
家长说，“不去就不去吧，妈妈还省了
一笔学费呢”，此时孩子会说，“我就
要去上学，我才不让你省学费呢”。

正话反说，主要是给孩子营造一
个竞争的氛围，故意挑起孩子的好胜
心，正话反说也属于一种沟通的技
巧、教育的方法。

说反话要注意年龄、性格

但是这种教育方法是偏方，并不
适合每个孩子，也不能随时使用，要
根据孩子所处的年龄段和孩子的性
格来决定是否使用以及使用的次数。
由于 5 岁的欢欢正处于 4-7 岁这个
“竞争期”，她常表现出较强的叛逆
性，事事都喜欢和家长对着干，此时
正话反说可能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还有些孩子天性好强，这
时家长如果还是发挥一贯的唠叨本
色，跟孩子摆事实、讲道理的话，是根
本行不通的。请将不如激将，如果家
长适时改变方法，正话反说，孩子反
而会“顺着”家长的意思。

■专家提醒

常说“反话”易影响是非观念

3-5 岁是孩子发展自我意识和
语言能力的关键时期，他们希望证明
自己的能力，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
同，所以这个时期，孩子本身就喜欢
恶作剧，唱反调。如果再从成人身上
接触到特殊的语言形式，比如欢欢妈
就习惯性地正话反说，他们就会自然
而然地去跟着学，到处用，并从中感
到很大的快乐。

有的家长喜欢逗孩子，比如说
“你吃饭吃的好快啊，一碗饭 1 个小
时就吃完了”“我不喜欢你，不要你
了”等。这样长期下去，会导致孩子形
成错误的行为规范，也不利于孩子形
成正常的是与非、正和反的概念。孩
子会认为话就得反着说。

专家建议，从孩子行为规范的建
立，是非观念的形成或是个性的培养
上考虑，家长都要尽量正常话正常
说，多与孩子进行正向引导、直面交
流做到坦诚相待。

“反话”说不好

孩子可能不信任父母

家长适当正话反说，是用心思考
教育方式的表现，但要把握好尺度。
正话反说是一种压力，但是这种压力
不应该把孩子压垮，应该把这种压力
变成学习前进的动力。

另外，家长经常正话反说，可能
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印象：父母经常欺
骗自己，从而影响孩子对父母的信
任，影响孩子的自信心的树立和其正
常的社交。

专家建议，教育孩子就像骑单车
一样，要随时查看路况。在用反话激励、
“威胁”孩子的同时，要随时观察孩子，
同时，一个孩子通过正话反说达到了较
好的教育目的时，并不意味着另一个
孩子也适用这种方法。教育孩子要因材
施教、因人而异。在和孩子交流中说反
话时，如果孩子没有反应或者反应过于
激烈时，家长就应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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