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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与孩子相处，

把
最
好
的
爱
给
你

范
德
波

编者按>>>>>

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又长一岁。随着孩子长大，他们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并希

望能从成年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平等的对待。尽管我们常常会说，建立良

好的亲子或师生关系，需要“蹲下来”，“平视”孩子，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与理解；要

学会换位思考，真心地与孩子做朋友……但要在教育实践中贯彻这样的理念，则需

要家长和老师花费许多心思，将“平视”的姿态真正融入到细节之中。本期《话题》就

来分享几位读者的观点和做法。

孩子的眼中，
自有孩子的风景。
记得我女儿两岁
时，有一次天热，
她要喝水，恰巧家
里的凉开水喝完
了，我在玻璃杯中
倒入热水，用筷子
搅拌散热。她突然
指着水杯对我说：

“ 妈 妈 ，花 生 。”
“哪里有花生？”我
端起水杯左看右
看，也没看到，于
是笑道：“你看错
了吧？”女儿的脸
蛋涨得通红，指着
杯子继续道：“花
生，你看呀！”我疑
惑地蹲下身子，举
起杯子，沿着女儿
的视线看向水杯。
果然，从水杯下方
看过去，斜插在水
中的筷子，在晃动
的水面交界处形
成了类似花生壳
形状的图案。这件事使我第一次
感觉到孩子视角的独特性。或许，
蹲下身子，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自此，要
尽量“蹲下身子”、试着用孩子的
眼光来看世界，深深地印在了我
的心中。

比如有一次，在商场的儿童玩
具区，女儿被几件玩具深深地吸
引了，迟迟不愿离开，似有不买不
罢休的架势。我觉得买一件还行，
但一次买多件未免太过纵容，对
她无益。可女儿迟迟无法选定，看
着她犹豫不决的样子，我索性蹲
下来，和她一起挑选。我先用提问
的方式引导她从颜色、外观等方
面逐一说出所选中玩具的特点，
并让她用一二三来给对玩具的喜
爱程度打分。然后，我卸下成年人
的“包袱”，像个孩子一样与女儿
一起试玩，边玩边提醒她，哪款玩
具与家中已有的类似，哪款玩具
适合她独立玩，而哪款玩具必须
有人配合才更有趣。在我的热心

“参谋”下，女儿最终挑出了一款
适合亲子共玩的玩具，并高兴地
邀请我和她回家一起玩。

在我与女儿的相处中，这样的
例子还有很多。“蹲下来”与孩子交
流，你会发觉，你更容易走进孩子
的世界。对于孩子来说，父母“蹲下
身”的姿态能够让他们获得尊重
感，让亲子间更加亲密，孩子甚至
会将父母当成自己的知心伙伴。这
样的状态下，孩子自然也更容易听
取父母的建议与引导。

蹲下来，缩短的是父母与孩子
的身高差，更是心与心的距离；蹲
下来，用一颗童心和孩子赏风景、
看世界，和孩子同欢笑、共成长。我
想，这正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
暖心的陪伴。

与孩子做朋友其实并不容
易。就我的切身体会而言，我感
到与孩子做朋友的尺度十分不
易把握，要想达到好的教育效
果，往往需要付出很多心思。

记得女儿上小学低年级时
还能对我言听计从，要求她做的

事，她也很少提出不同意见。但
随着女儿不断成长，我发觉她越
来越多地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
尤其到了小学五六年级以后，再
要求她做什么事，她常常都会表
达不同意见，有时还会流露出小
小的叛逆。此时我意识到，女儿

已经长大，如果不能和她以朋友
的关系平等相处，努力倾听她的
内心，那么我们之间只能渐行渐
远，而我也就难以对她的成长进
行必要的引导。为此，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和女儿平等相处，敞
开心扉做朋友。

首先，主动融入。比如学校的
课外活动、制作手抄报等等，我都
积极参与，加入她的“战队”，融入
她的步调里。相处容易交心难，刚
开始女儿的内心似乎有些抗拒，
但我不以为意，遇到机会就主动
请缨，帮她出谋划策。逐渐地，女
儿对我敞开心扉，我们在一起有
说有笑，气氛融洽。

其次，共读共谈。我经常和
女儿相约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
并交流体会。我先把自己的观点
讲给她，再请她也谈谈想法，我

们还会将其中的内容联系现实
生活中的人或事略作点评。刚开
始，她仅能勉强说几句，后来慢
慢地话多了起来，在此过程中，
女儿与我的交流更加深入了。

其三，在线沟通。除了面对
面交谈，我还会特意选择课余时
间，和女儿在线聊天。有时，我会
请她说说对我的看法，同时我也
把自己对她的看法写下来。女儿
似乎更愿通过文字向我道出心
声，她的一些观点出乎我的意
料，她内心的丰富程度也超出我
的想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我和
女儿间的信任感倍增，她更加乐
于与我交流，甚至向我吐露一些
成长中的小烦恼。除了父亲这一
角色，女儿的“朋友圈”里也有我
的一席之地，这让我备感欣慰。

自打二宝牙牙
学语、学走路时起，
无论遇到什么事
情，我和妻子都会
尽量尊重她的意
愿，比如，每天穿什
么衣服、什么鞋子，
在确保冷暖适宜的
前提下，我们会让
她自己去选择搭
配；她在墙上胡乱
涂鸦，我们未加责
备，而是买来大大
的黑板，鼓励她自
由发挥，甚至像朋
友一般和她一同

“创作”……我和妻
子决心做她最亲密
的伙伴和支持者，

陪伴她开开心心地长大。
当然，我们并非放任自流，也

会适时给予必要的引导，但方法上
仍以沟通为主，而不采取批评或命
令的方式。就拿收纳玩具这件事来
说，以前，二宝会把玩具摆得到处
都是。起初她还小，我和妻子会主
动为其“善后”，可长此以往不是办
法，于是我们向二宝提出“自己的
事情自己干”。一开始，二宝并不配
合，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几次
下来我心中不免生气，但一想到如
何处理亲子关系中的种种矛盾，正
是考验父母智慧的关键，就又压下
心头的不快，和颜悦色地问她：“二
宝，你在幼儿园一天了，想爸爸妈
妈了，该怎么办啊？”“回家。”“那
你看，地上这么多玩具也该回家
了，你和爸爸一起送它们回家，好
吗？”“不要！”二宝拒绝道。我不死
心，追问：“要是你想回家了，却没
人愿意送你，你乐意吗？”“不乐
意！”“玩具也一样呀！我们赶紧帮
它们回家吧！”我紧追不舍道。她犹
豫了一会儿，答应了。在我们父女
俩的配合下，散乱一地的玩具很快
就被收拾干净了。其间，我趁热打
铁地教给二宝如何收纳。经过一段
时间的训练，她逐渐养成了及时收
纳玩具的好习惯。

随着年岁的增长，二宝越来越
有自己的主意。比如幼儿园布置了
亲子任务，我都会第一时间辅导其
完成。但小孩子玩心重，她经常和
我“讨价还价”，要玩一会儿再做，
此时若一味命令甚至责备，难免引
发一场“对峙”。对此，我始终控制
情绪，努力用平等沟通的方式来争
取孩子的配合，比如以她最喜欢的
老师的期待或她听过的小故事来
提醒她，优秀的宝宝会如何做，这
些话往往很快就能引起孩子的共
鸣，从而转向配合。

就算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教育
的过程也并非总能一帆风顺。有时
候，我们也会遇到二宝固执己见、
沟通无效甚至大发脾气的情况。每
当这时，我就会冷处理，“晾”她一
会儿，待她情绪平复了再交流。

一转眼，二宝就要上大班了。我
想，作为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能
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平等相待吧！

前几天，女儿对我们提出，
想从网上买一个十字绣抱枕回
来试着绣，没等女儿讲完，她爸
爸就打断道：“你还是以学习为
主吧，况且你动手能力又不强，
能绣好吗？”一席话犹如一盆凉
水浇灭了女儿的热情，她低头不
语。我从旁打圆场道：“只要你真
心想绣，妈妈给你买一个，你练
练手，绣好了就当新年礼物送
人，多喜庆啊！”女儿听了，脸上
又露出了笑容。

趁女儿回到自己房间，我和
爱人交流道：“孩子说想尝试一
下，为什么要打断她呢？凡事总
有第一次，绣不好又有什么呢？
孩子有什么想法、愿望，愿意跟
咱们说，这是好事。”爱人闻言，
挠挠头说：“孩子正在读书，难道
不应该以学习为主吗？弄十字绣
多耽误时间啊！况且她做事从来
都是三分钟热度，这次估计还是
做不成……”我理解爱人的想
法，于是劝道：“虽然她有些缺乏

毅力，但我们还是要以鼓励、支
持为主，就算结果不理想，收获
一些体验又有什么不好呢？”爱
人摊摊手，不置可否。

我又道：“特别是你刚才突
然打断她说话，这是不尊重孩子
的表现，我可要对你提出批评。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表达想
法时，有人反对，还不给你机会
讲完，你会开心？”爱人不语。我
又道：“虽然学习是最重要的，但
生活中也不光只有学习，孩子平
时忙，没有什么时间发展兴趣爱
好，现在放了寒假，就提出这一
个要求，咱们有什么不能支持
的？况且绣十字绣也不见得就没
有好处，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
力，培养孩子的耐心和专注力，
还可以缓解缓解学习压力，何乐
而不为呢？”

爱人听着，有了明显的松
动。我又指出他在业余时间喜欢
玩拼图，也没有因此影响工作和
生活，反而使自己的业余时间过

得更加充实了。爱人平日里有点
“家长作风”，说话喜欢直来直
去，不太懂得顾及孩子的感受，
我告诉他，虽然孩子表面上不说
什么，但能看出她眼神中流露出
来的失望。

听我说完，爱人想弥补，马

上就在网上下单，给女儿买了一
个十字绣抱枕。我告诉女儿后，
她有些难以置信，而后又开心地
说一定好好绣完抱枕，把它作为
新年礼物送给我们。

学会尊重孩子，从不打断孩
子说话开始。

与孩子做朋友
陈裕

尊重，从不打断孩子说话开始
刘洪静

我们学校办公室门外贴着
本办公室各位老师的姓名牌，有
时，隔壁班的一年级学生会在门
外看着姓名牌念出老师的名字，
我们在办公室里听着，并不觉得
被冒犯，反而有种欣慰的感觉，
为孩子们认识了更多字、会主动
阅读身边的文字而高兴。

有一次，又听到有孩子念出
我们的名字，一位老师说：“你们
注意到了吗，一年级新来的张老
师，叫学生时经常把姓给去掉，
只叫名字，听上去亲切多了，学
生也喜欢亲近张老师，挺值得我

们这些老教师学习呀！”我们都
点头称是，这真是把“平视”学生
的育人理念融入细节了，还说以
后不妨也这样来称呼学生，尤其
是低年级的孩子肯定喜欢。

接着，我们又聊到了一些老
师会允许学生用昵称来喊他们，
其实就是想通过称呼中的“平视”
力量来消除师生间的生疏感、严
肃感等。可反过来想，学生用昵称
喊老师，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师
者的尊严不可儿戏，与孩子们的
平等相处必须建立在友好和互相
尊重的基础上，不然只会令孩子

们目无尊长、失礼妄为。
就比如有一天，我在校门口

值日，一个一年级的男孩子用手
指着我道：“龙点睛，龙点睛。”我
当时虽有些不快，却也未加批
评。第二天，他看见了我，又喊：

“龙点睛，龙点睛。”我叫住这个
孩子，心平气和地问他：“为什么
直接喊老师的名字呢？”他年龄
还小，支支吾吾地不知怎么回
答，我继续问：“别的同学是这样
跟我打招呼的吗？”“不是……”
他说着低下了头，像是意识到了
自己的不对。于是我笑道：“这

样，同学们都叫我龙老师，老师
喜欢你们这样喊我，或者，你就
叫我点点老师。”孩子听到立刻
抬起了头，像是被这萌萌的昵称
逗乐了似的，噗嗤一笑，满口答
应。我想，他也一定感受到了这
称呼中的亲近感吧！从此，这个
孩子每次见到我都会甜甜地喊
一声“龙老师”或“点点老师”，再
没有直呼我的名字。

师生间如何称呼，看似只是
一个细节，但其中的微妙，还要
靠我们为人师者去好好发掘，让
其释放出真正的“平视”力量。

称呼里的“平视”力量
龙点睛

蹲
下
身
，陪
孩
子
看
风
景

王
阿
丽

《话题》近期将就以下话
题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
发至邮箱：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新年要有新气象。春节

过后，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孩
子们也将步入成长的新阶段。
添置新文具，为新课本包书
皮，剪个精神的新发型，一份
新年的课外读书计划或成长
愿望清单，一句来自老师、家
长或同伴的鼓励，一封满载寄
语和期待的书信……许多充
满仪式感的小事，都能够为孩
子迈向新阶段开个好头，为孩
子的成长提供精神滋养。对
此，您有哪些趣事、经验和感
受愿与我们分享，欢迎投稿！

2.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成
年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些不
吐不快的感受，请将您的关注
点发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具体
情况安排专题策划。

要求：
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

地址、邮编，并在邮件标题中
注明参与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