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跟父母有话聊，教育才能起效果

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
是孩子跟父母“无话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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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虾蔬菜烘蛋

用料：鲜虾5~7只、无菌鸡蛋6个、西兰花5~7朵、樱桃番茄5~6个、姜丝2根、牛奶100毫升、海

盐8克、研磨黑胡椒3克、料酒10克、马苏里拉芝士碎。

鲜虾蔬菜烘蛋的做法：

（1）将西兰花沿根部剪去根茎，放入沸水中焯水30秒左右后捞出。

（2）将樱桃番茄对半切开。

（3）将虾仁去皮（保留虾头），剔除腥线，放入料酒、姜丝和一半的海盐，抓匀后腌制10分钟。

（4）锅内倒入少量食用油，油热后放入虾头炒出虾油。

（5）取出虾头，保留底油，继续放入腌制好的鲜虾。

（6）将虾仁炒至8成熟即可。

（7）碗中放入5个蛋黄、6个蛋清、研磨黑胡椒和剩余的海盐。

（8）按照图片中的造型摆好食材（也可以自由发挥）。

（9）放入烤箱下层，以上下火170℃左右的温度烤20分钟。

五彩斑斓而且营养美味的鲜虾蔬菜烘蛋就做好了。

每个孩子小时候都是好奇宝宝，脑子里有十万个为什么，每天围着父母问个不停。但随着孩子
年龄的增长，很多家庭亲子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有一位父亲抱怨：“我跟女儿的微信聊天页面，只
有转账信息。”

作家麦家曾自曝：“整整三年，青春期的儿子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一项针对20870名中小学生
的调查显示：仅有26.73%的孩子有了心里话，最想告诉的是父母，而且这一比例随着孩子年龄的
增长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一位心理专家直言，不懂亲子沟通的父母，都把话痨养成了“哑巴”。

为什么孩子跟父母，越来越无话可说

不会好好沟通的父母，养出沉默寡言的孩子

父母只看到孩子叛逆、冷

漠、不听话，却没有意识到，孩子

反抗的不是父母，而是不恰当的

沟通方式。

首先，有些父母没有倾听的

意识。每一个不愿意诉说的孩

子，背后都站着不会倾听的父

母。他们的潜意识，并没有把孩

子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也

不在乎孩子的感受如何。

作家麦家跟儿子渐行渐远，

导火索就是一个巴掌。儿子跟

同学打架，老师把麦家叫到学

校。麦家没问缘由，甩手就给儿

子一个耳光。回到家后，儿子关

上了自己的房门，同时也关闭了

朝向父亲的心门。

是麦家亲手打断了他跟孩子

之间的沟通桥梁。2018年的《全

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在孩子感到不被父母尊重的情况

中，“我做错事时，家长总是不听解

释就批评我”“家长从不认真听我

把话讲完，总是打断我”占了很大

的比例。沟通是双向的，一方堵住

了耳朵，另一方就干脆闭上了嘴。

其次，有些父母的沟通方式

过于粗暴。前一阵，作家荞麦在

微博上分享了母亲知道自己

“阳”后的第一反应。这是典型

的中国式的亲子沟通，没有共情

和接纳，而是习惯性地否定和忽

略孩子的感受。

《百家讲坛》赵玉平老师讲

过一个案例。孩子走出房间喝

水，妈妈问：“儿子，作业写完了

吗？”孩子听了暴跳如雷：“能不

能别问了？”妈妈找到赵老师：

“我还什么都没说，他怎么就炸

了？”跟孩子沟通后，赵老师得到

了另一个版本的亲子沟通：妈妈

每天都问孩子“作业写完了吗”，

甚至一天问好几遍。

如果孩子回答“写完了”，妈

妈会说：“写完了就坐在沙发上

发呆？你不会再去刷几道练习

题，背几个单词？每次都是我推

一下你动一下，你是为我学呢？”

如果孩子回答“没写完”，妈妈会

说：“没写完就赶紧去写啊，还坐

在沙发上发呆？每次都是我推

一下你动一下，你是为我学呢？”

不管孩子怎样回答，迎面都

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所以孩

子十分排斥跟妈妈沟通。《非暴

力沟通》作者马歇尔·卢森堡博

士曾说：评价、指责和命令都属

于暴力沟通的方式，会让孩子遭

受到无形的“精神暴力”。《拥抱

内在的小孩》一书中说：“父母对

孩子的情感反应视而不见，就是

在否认孩子的情感价值，会给孩

子带来挫败感、自我认知的混

乱。”一个从父母身上都感觉不

到爱的孩子，才是真正陷入了绝

望的深渊，没有了最后的退路。

心理学博士贺岭峰认为：“你能跟孩子保持正常的关

系，你对他就有影响力。”亲子关系不好，一切教育手段都是

零。而父母怎样跟孩子说话，就会拥有怎样的亲子关系。

国外一段父亲陪女儿玩滑板的视频火了，网友纷纷表示这

是“教科书般的亲子沟通教程”。

第一，接纳孩子感受。小女孩第一次尝试一个新动作，

不小心摔了。爸爸没有任何责骂嘲笑，而是马上抱住女儿，

温柔地问她的感受：“你是吓到了，还是感觉疼？”小女孩回

答：“很疼。”确认女儿只是被摔疼了之后，爸爸开始共情式

沟通：“这个动作很酷，你知道吧？有时候就是会摔跤，这很

正常。”想要打开孩子的心房，促进更好的亲子关系，父母要

管住自己的嘴，接纳孩子的感受。唯有这样，父母才能打破

沉默，聆听到孩子心灵深处的呼声。

第二，尊重孩子选择。女儿又说：“如果我又摔了，怎么

办？我害怕，但我真的很想试试。”爸爸没有一味地要求孩

子完成，而是让女儿自己选择：“有的时候挑战高难度的动

作，就是会觉得害怕。你可以不做这个动作，这完全取决于

你。”尊重是沟通的前提，当父母用平等的态度询问孩子的

想法时，他才会积极主动地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教育的

目的不是赢了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父母尊重了他，他就会

尊重你。

第三，支持孩子行为。在女儿继续尝试之前，爸爸给她

详细讲解了动作要领，并表示“我会全程保护你”。很多时

候孩子不敢尝试，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父母的帮助和

支持，能够消除孩子内心的胆怯，进而迈出勇敢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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