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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现了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潍坊毒生姜”、“滨州阳信假羊肉”等，事件曝光
后，引发公众强烈关注。5月16日，聊城大学音乐学院学生在星月广场举办“经营诚信,健康
中国梦”主题活动,用行为艺术宣传诚信,唤起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共筑健康中
国梦。 （通讯员 杜继超 摄）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家庭存在与子女的沟通问题

除了问成绩就无话可说了吗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和孩子无话可说

是家长的失职

最近一段时间，“聊城一个
妈妈写给读高一儿子的长信”
成为网上网下关注的热点。在
这封长达 3000 多字的信中，这
位母亲言辞激烈地表达了对儿
子的指责和不满。暂且不讨论
谁对谁错，这个家庭母子之间
的沟通肯定是了出问题。其实，
这样的问题在不少家庭中普遍
存在。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几
乎是每一个家长的美好愿望。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不少家长想尽一切办法让
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仅
仅把孩子送进名校，单靠学校
教育，就一劳永逸了吗？

学习，固然是处于成长期
的孩子最为重要的任务，但并
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尤其是
青春期的孩子，都不同程度地
存在迷恋网游、早恋等问题。这
个时期的孩子，情感比较丰富，
又非常敏感，家长们要想法设
法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
们走出青春期的迷惘。

做为家长，首要的是要理
解和尊重孩子，这样才能拉近
你和子女的心理距离，缩小代
沟。尊重孩子，把他看作一个平
等的人，与你享受平等的说话
权、批评权和反抗权。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非
常重要，在这种沟通中，做家长
的要尽量少说多听。当家长的
好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总是希
望孩子听自己的，却很少主动
去听孩子的。试着克制一下自
己，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了解
他们真正的需求，这样孩子才
愿意和你交流，才不至于“无话
可说”。

此外，家长一定要“与时俱
进”，加强学习，和孩子共同成
长。要通过读书、看报等学习一
些家庭教育的方法，还要了解
当下的形势，不要再拿自己儿
时的那一套来应付孩子。时代
在飞速发展，家长们不学习就
跟不上形势，怎么和孩子交流？

古人云“子不孝，父之过”，
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孩
子的成长，家庭教育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所以，当家长的一
定要多和孩子沟通交流，不要
再除了问孩子成绩就“无话可
说”了。 (王传胜)

“聊城一母亲写给儿
子的信”引网友广泛关注
和讨论，27 日经本报报
道后，引发读者强烈反
响，并让不少父母为之深
思。记者调查发现，受当
前社会快节奏生活及工
作压力越来越大的影响，
多半家长很少有时间静
下心来跟孩子交流，特别
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基
本属于就三餐吃饭的时
间能说几句话。

最近，一篇名为“聊城一个
妈 妈 写 给 读 高 一 的 儿 子 的 长
信”的网文引起广泛关注，此事
2 7 日经本报报道后，从虚拟网
络转移到现实空间，引发众多
读者的强烈反响。不少读者致
电本报，反映类似问题在身边
比 比 皆 是 。“ 孩 子 为 啥 这 样 叛

逆？做父母的应该好好反思一
下了。”

市民秦先生在电话中说，
这封信之所以能在网络上转载
得这么火爆，主要是这位母亲
对其不争气的儿子的指责，道
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从孩子
呱呱坠地，到一把屎一把尿地

将其培养成人，期间还要好吃
好喝地供养，花费大把的金钱
将孩子培养成才，可孩子却并
不领情，怎么能不让父母寒心！

“说到底这位母亲还是不了
解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与孩子的
交流太少了。”市民隋女士则说，
不光这位母亲，其实包括她自己

在内，现在做父母的都应该反思
反思，自家孩子究竟想要的是什
么，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
孩子。“这位母亲跟儿子之间的关
系这么僵，主要是双方都没能充
分尊重对方。其实，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中，无论孩子年龄大小，都要
充分尊重他的选择。”

在对一些学生家长进行采访
时，记者发现很多父母平时很少有
时间跟孩子交流。特别是针对青春
期的孩子，由于父母和孩子各忙各
的，交流的时间就更少了，基本都
是一日三餐吃饭时，在餐桌上简单
了解了解说几句话。

27 日中午，在聊城一中给孩
子送饭的李女士介绍，孩子进入高

中之后学习比较忙，做父母的不忍
心打扰他们的学习，一般情况下如
果孩子不说，她很少问及孩子的一
些事。而孩子的父亲在一家事业单
位上班，平时工作比较忙，除了“花
大钱”的时候过问一下根本无暇顾
及孩子。

据下班后在花园路等公交车
的陈先生说，妻子在开发区一家企

业上班，中午根本没时间回家，而
他中午就一个来小时的休息时间，
全靠母亲在家里给上初三的孩子
做饭。说到与孩子交流，陈先生笑
了笑说：“孩子有事肯定会找我们
说，平时没事时除了问问他们的学
习成绩，还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陈先生说，他平时与孩子的交流，
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吃饭时在餐

桌上随口闲聊几句，或者问问学
习成绩。

据了解，大多数父母说到与
孩子的交流问题时，除了问问学
习成绩都感觉“无话可说”。“知识
都是学校里教，做父母的只要做
好后勤保障就是了。”市民李女士
的一席话，代表了现在很多家长
的想法。

说到与父母的交流，东昌中学
一名男生的印象是“平时就会批评
人，一点也不在意我的想法”。该男
生介绍，父母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平时是姥姥、姥爷在家里负责做
饭，见面说不了几句话就要挨批，
有点啥事根本不敢给父母说。聊城
八中的一位女生则要幸运些，她跟

妈妈关系很好，平时有什么事还能
说说让妈妈帮着“拿主意”。只不
过，由于父亲平时经常在外吃饭应
酬，感情相对要淡一些。

聊城外国语学校一位教师表
示，其实对于父母来说，是不是称
职主要不在于能给孩子提供多么
优越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只是很

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还在于能不能
拿出时间来与孩子多交流，真正理
解孩子的心声和需求，并在满足孩
子合理需要的同时，引导和培养他
们形成积极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

该教师分析，写长信的母亲与
孩子关系僵化，关键还是不了解孩
子的需求，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

子身上。这也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现
实情况，大多数家长根本不了解孩
子需要什么，受社会快节奏生活和
工作压力影响，有的父母是没有时
间静下心来与孩子很好地沟通，有
的父母则是不会也不愿意与孩子
沟通交流。也就是这种情况，导致
了父母和孩子之间有了隔阂。

读者反响>>

“做父母的我们确实应该反思”

记者调查>>

很多父母都是餐桌上和孩子交流

孩子心声>>

父母就会批评人，一点儿也不在意我们

“母亲写给儿子的长信”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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