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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快10岁了，有时我跟她讲道

理，她会嘟起嘴说：“妈妈，你太唠叨！”

边说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一捏，让我闭

上嘴。

一来二去，我明白了，我们的沟通

方式出了问题——孩子不再是那个完

全依赖、听从你的小人儿，以讲道理为

主的灌输式沟通模式不适用了，应转

变方式，全面接纳，并鼓励孩子说出自

己内在的需求，这种沟通需要更多、更

高的技巧，而这个技巧的核心，就是正

向沟通。

与孩子正向沟通的前提，是改变

以前的心态，避免以控制者、指导者自

居，而要做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

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你会觉得他

好的坏的都听不进去。原本软萌可爱的宝宝，怎

么变得和他说话都困难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孩子在变，而我们的沟通方式却一直没

变。你所谓的建议与忠告，在他看来就是令他讨

厌的居高临下的指导，他不爱听。因此，改变沟

通方式需要从改变心态开始，与孩子平等相处，

跟孩子做朋友，成为孩子的支持者、引导者。

正向沟通是给予正能量，带领孩子向你希望

的方向成长。

国庆长假，全家准备自驾游4天。出发前2

天，女儿一直沉浸在对自驾游的期待中，完全静

不下心来写作业。等自驾游回来，她赶作业到夜

里12点多，第二天上学也快迟到了。

我正犹豫是不是催催她，她好像知道我的想

法似的，冲我喊：“别催，我已经尽力了！”我立即

装出一脸轻松：“妈妈哪会催你，你昨天赶作业太

辛苦了，妈妈是心疼你！而且，我觉得你特别有

责任心，自己的任务不管多累都会完成。”

“妈妈，你是不是在说反话？”女儿有点儿不

相信我的话。我走过去抱了抱她：“我真的是心

疼你睡得太晚。我还跟你爸说，我们可以放心

了，你对自己要完成的学习任务是绝对不会打折

扣的。可是，我好心疼你那么晚睡，要是在写作

业时间上安排得更从容一点儿就好了。”女儿看

我的表情那么诚恳，瞬间变得很开心，高高兴兴

地上学去了。

其实，我也调节了一晚上，自己也换了思路，

凡事向好的方向想，所以才能做到语言、表情和

心情一致，让孩子安心，在这件事上没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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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沟通有“温度”
东安县舜德学校 蒋效芬

家校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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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是湖南省资兴人，192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央长

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

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等

职，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皖北区委书

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中

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曾希圣生活十分简朴，在任安徽

省委书记时，他严格规定伙食不能超

过标准。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把小

灶改为中灶。由于以前长时间做党

的情报工作，白天黑夜颠着干，他的

烟瘾很大。当时华东地区风行的香

烟是飞马牌，每包2角钱，而他专捡最

差的1角2分钱的双剪牌香烟抽。

曾希圣对亲人要求也很严格。

1950年，他的爱人余叔将曾希圣的母

亲从湖南资兴接到安徽。时值严寒，

工作人员到仓库领了一条粗布旧棉

裤给老人家穿，曾母很不满意，认为

自己的儿子当了大官，给母亲应该穿

点好衣裤。想着想着，竟掉下泪来。

余叔找到曾希圣说：“给老人家做条

新的吧，穿起来舒服些。”

当时，国家还在实行供给制，像曾

希圣这样的高级干部，吃穿用都是实

报实销，但他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

曾希圣说：“都是老人家了，只要穿暖

和就行了。国家在搞建设正困难，何

必花钱做新的呢？”又耐心跟老母亲解

释:“我们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的，我是

党的干部要以身作则。你看，我不是

也穿得很旧吗？”母亲被说得心服口

服，高高兴兴地穿起了旧棉裤。

他的儿子曾如山，解放初来到安

徽，希望父亲给安排个好工作。曾希

圣根据他的情况，安排去当工人，曾

如山不愿干苦活，不肯上班。这时恰

逢华东人民大学招生，他又找到父

亲，想靠情面入学。曾希圣很生气，

严肃地说：“你的底子薄，读初中也是

这个学校跳到那个学校……何况你

是我的儿子，领导干部的儿子没有特

殊化！”最终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1960年1月，曾希圣带着妻子和

两个儿女一同回到阔别 36 年的故

乡。进了老家，他坐下便问：“这房子

谁分了？”村干部回答：“房子、家具都

替你好好保管着，没分。”曾希圣一

听，立即严肃地说：“这怎么行？我家

是地主，剥削过穷人，房屋都要分给

雇农。下次来，没分，我就要发脾

气！”

为了接待好曾希圣，厨子们紧张

忙碌着，曾希圣走到厨房里看了看，找

来队长，说：“你们不要搞那么大场伙

（排场），我是回家，不是做客。现在是

困难时期，我在省委也不吃肉，搞点家

乡小菜就行了，有坛子菜吗？我看霉

豆腐就很好。”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只

上了几个小菜和一碟霉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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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桐上小学六年级。临近开

学，她寝食难安，不管做什么事都

提不起兴趣，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寒假过完，即将返校，不少孩

子会像桐桐一样，患上了“开学焦

虑症”，出现焦虑、紧张的情绪。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收心，更好地

适应新学期生活呢呢？

1. 提前几天模拟开学节奏。

假期中，有些孩子过于放松，快开

学了，假期作业还没做完。家长

应提早帮助孩子检查，确保孩子

独立完成假期作业，提前帮孩子

调整好心态和作息生物钟，模拟

开学节奏。

2.帮助孩子回忆学校趣事。临近开学，

家长可以和孩子多聊学校话题，帮助孩子回

忆发生在学校里的开心事。开学前的收心

工作要循序渐进，多鼓励孩子，多与孩子交

流，让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激发他的学

习动力；可以给孩子布置一些有趣的家庭作

业，让孩子顺利过渡到学习状态。

3. 帮助孩子疏导不良情绪。孩子对上

学感到焦虑，家长要疏导其不良情绪，比如

暗示孩子具备他人不具备的优势，强化正面

情绪体验，以缓解其紧张不安。

4. 和孩子一起制订新学期计划。从无

序的假期到有序的新学期，过渡阶段最好有

一个较详尽的学习计划。这样，孩子既有目

标、方向，又能养成计划做事的习惯。家长

要注意，目标要定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这

样才能激励孩子。同时，家长也不妨给自己

制订一个学习计划，营造家庭学习氛围，让

孩子感到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5. 给孩子一个心理缓冲期。学校生活

和假期生活肯定不一样，如果孩子没有调

整好心态，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对此，家长

不可操之过急，要允许孩子在新学期开学

后有一个心理缓冲期，慢慢适应。当孩子

有进步时，要及时鼓励，增强孩子拥抱新学

期的信心。

假期是孩子学业路上的加油站，停靠是

为了更好地上路。当孩子对重新出发感到焦

虑、困惑时，家长一定要给予重视，帮助他解

决问题，让他尽快进入忙而有序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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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师，其实不太希望在非

工作时间被家长打扰，而家长找我

们时很多时候是有些怒气：“老师，

我的孩子怎么又被同学欺负了？”

“老师，他的东西又不见了......”家长

想要表达的大多是：“老师你应该多

管管我家孩子了！”听到这样的话，

老师也会委屈：“我怎么没管呢，明

明是小孩子调皮。”两边带着脾气沟

通，很多时候不仅彼此不舒服，也没

有解决问题。

家校沟通有矛盾，老师要先接

住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首先要做

的是倾听，然后共情对方的情绪，心

平气和才能好好说话，问题才能解

决。

我们班有个男孩小陈，喜欢在

学校各个地方收集小动物：蜗牛、青

蛙、毛毛虫......同学们都不怎么爱和

他玩。有天，一名女孩子家长来到

学校，很生气地控诉小陈拿水泼到

他女儿的头发上，还不只一次……

看那架势恨不得冲到教室去打人。

我告诉自己别慌，既然家长来找我

肯定是相信我会处理好的。我向家

长表示对他愤怒的理解，并承诺马

上把事情弄清楚再进行答复。

通过和孩子双方交流后，我了

解到，小陈见女孩也和自己一样，不

怎么和班上同学玩耍，便想和她一

起玩，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弄巧成

拙。我向双方家长肯定了孩子的优

点，同时感谢他们的信任，并分享了

一些帮助孩子融入集体的方法。男

孩子的家长进行了道歉，双方家长

对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也明白自

己孩子存在的问题。

有时，理解家长们的“拳拳爱子

心”还不够，很多时候，还得理解他

们的“力不从心”。

我们班有个个子小小的女孩

子，排队永远在第一排，在同龄孩子

中显得十分瘦小。学习上也让人费

心：作业要么不做，要么错误很多。

很多次我都心中暗想，家长看

到孩子这个情况也不管管，这样下

去不是毁了孩子嘛。

后来有一次，我送这个小女孩

回家。孩子站在路边两间低矮破

旧的房子前告诉我，到家了。我有

些惊讶地跟上去，跨过门槛的时候

都要低着头，房子里有一大一小两

个孩子在看电视，狭窄的房间里衣

服、杂物乱七八糟地堆着，没有下

脚的地方，我赶紧退出来。小孩把

我带到另外一间更加昏暗的屋子，

一个 40 多岁的女性在灶边忙来忙

去。孩子告诉她老师来了，她只是

抬头望了我一眼，就继续在厨房转

起来了。

我跟随她一边转，一边说起孩

子的情况，耐心地向她分享如何在

现有的条件下更好地支持孩子的教

育。大概是感受到老师对孩子的关

心，这名妈妈之后非常配合老师帮

助孩子完成学习任务，孩子的学习

积极性也提高不少。

没有理解就没有沟通，而理解，

或许就是让教育有温度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