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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感受，是
信任父母的表现。如果父母否定了孩
子的感受，就等于失去了和孩子交流的
机会。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能不能和孩子
同感共情，会不会同感共情，教育效果是
大相径庭的。

●案例：
12岁的壮壮回到家就发脾气。
壮壮：老师太可恶了，竟然说我有健

忘症！我没背会课文，他当着全班同学
的面批评我。

妈妈：我看老师批评得有道理，谁让
你不用心呢？人家都能背会，就你背不
会！看你以后长不长记性？

壮壮：我又不是故意的，好几个同学
都不会背，他为什么只批评我？既然他
不给我面子，以后我就不交作业了，看他
能把我怎样？

妈妈：你敢！看我不敲扁你的头！
结果壮壮赌气离家，在网吧待了好

几天。
这个妈妈不懂得同感共情，故而气

跑了孩子。孩子在学校里受了批评，希
望从妈妈那里寻求情感支持，这是再正
常不过的心理需求。妈妈不但没有安慰
孩子，反而火上浇油。孩子负气离家，耽
误了学业，亲子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如果这个母亲能认同孩子的感受，
结果就大不一样。

假设这样的情景：
壮壮：老师太可恶了，竟然说我有健

忘症！我没背会课文，他当着全班同学
的面批评我。

妈妈：这事真的太让人难堪了，你心
里一定很不好受。

壮壮：确实是这样。
妈妈：在同学面前说你有健忘

症，你一定很没面子吧？
壮壮：那一刻我想钻到地缝里。
妈妈：我敢说，那时你心里一定在骂

老师。
壮壮：妈妈，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妈：有人伤了我的自尊心时，我也

会这么想。
壮壮：妈妈,我现在不那么生气了。
妈妈拉着孩子的手，诚恳地说：“你

记忆力那么好，如果再用点儿心，肯定能
背会的。”

孩子：我也是这么想的。
妈妈：其实老师也不想批评你。如

果大家都背会了，老师高兴还来不及
呢。你们老师非常有责任心，批评你是
不想让你在学习上欠账。孩子，努力学
习是对老师工作的支持，也是对
自己最好的关爱啊！

如此同感共情地
开导，既化解了
孩子的愤
怒，又巧妙
地 指 出 了
孩 子 的 过
错，还给孩
子提出了要
求，孩子顺其
自然地接受
了教育。

●建议：
和孩子同感
共情，要掌握
以下原则：

无论孩子的言行多么幼稚，错误犯
得多么离谱，都有孩子的理由，我们不
妨俯下身来，倾听孩子的心声，理解孩
子的感受，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思考问
题。这样，我们就多了一分理智，少了
一分盲目。

同感不等于认可，共情也不代表同
意。接纳孩子的情绪，认可孩子的感受，
并不代表同意他的观点，认可他的做
法。我们体谅孩子、关爱孩子，并不代表
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仍然要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任。通过共情，让孩子感受到
父母深切的爱，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理
解和支持。让孩子明白，父母不是在命
令和管教自己，而是在帮助自己解决问
题、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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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希望孩子对学习完全负起责
任，而生活上则不用他来负任何责任，这
是不符合逻辑的。

“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上去，其他的
事不用你管！”这是家长们经常说的话。

贾容韬说，在生活中做事拖拖拉拉，
对生活不负责任的孩子，一定会把这种
习惯带到学习中去。

●来自案例中的总结：
贾容韬在他接触过的“问题孩子”、

网瘾少年、厌学儿童中发现，他们惊人

的相似之处在于：做事马虎，衣服鞋袜
随脱随扔。吃完饭不收拾碗筷，用过的
东西随手乱放，出门不关灯，上完厕所
不冲水等。

●建议：家长要让孩子多做家务。
如果父母不让孩子做家务，孩子除

了学习之外，其他时间肯定要在网上冲
浪，久而久之，不免要沉溺、上瘾。因为，
网络对孩子的吸引力比学习要大得多。

孩子做家务有以下好处：让孩子热爱
生活；让孩子在体验中感受父母的辛苦，

懂得感恩；提高孩子的
动手能力；让孩子通过做家
务，变得耐心，有意志力。

贾容韬总结，从某种程度
上说，生活品质=学习品质=学习
成绩。

●父母的说话水平,直接影响亲子
沟通的效果，进而影响家庭教育的质量。

孩子不接受父母，和父母对着干，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不会说话。

和自己的孩子说话，还有那么多讲
究吗？贾容韬说，需要。“语言不是剑，却
能穿透人心”，如果家长希望亲子关系和
谐，就要在语言上下功夫。

●建议：用第一人称说话。

把“你听明白了吗？”变成：“孩子，我
说明白了吗？”

把“你总是阴沉着脸，好像爸妈欠你
什么似的！”变成：“宝贝，爸爸看你情绪
不佳，是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无意中伤
害了你？”

把说话焦点引到自己身上，即便哪
句话孩子没听明白，也不是孩子的责任，
是父母没有表达明白，这样孩子就不会

和父母产生对立情绪。
●要提示，不要谴责。
把“你洗完澡总不知道关浴霸，你来

掏电费！”变成：“儿子，浴霸还开着呢！”
父母直接向孩子指出缺点，孩子难

免产生抵触情绪，因为父母的话里充满
了责备和训斥。如果只描述问题，把焦
点集中在问题本身，孩子往往乐于接受，
也会主动解决问题。

韩经权（（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育局副局长））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教
育改革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们完
全有理由相信：教学改革只要
符合规律（青少年的成长规
律、学科认知规律、教学规律）
就没有风险。

胡玉敏（市二中校长）

现代教育必须“智商、
情商同时抓。”现在的孩子学
习不好，几乎都不是因为不聪
明，而是“情商”低。所谓“情
商”，简单地说，就是与智力无
关的因素，如“态度、习惯、兴
趣、毅力、爱心、信心、责任感、
价值观”等。实践证明，“情
商”低，再聪明都没有用。因
此，无论学校还是家庭，都要
毫不犹豫地抓好“情商”培
养。要坚定地相信，抓“情商”
就是抓素质、抓分数，就是真
正的素质教育。

付耙牯（市八中校长）

教师这个职业是一个需要
爱的职业。它要求教师用爱去
感染学生，用爱去对待工作，用
爱去面对世界，这也是教师职
业道德修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成为一名爱的践行者应该
是所有教师的最大担当和最高
追求。

卢跃华（（市二十六中校长市二十六中校长））

课堂上，要让学生
“动”起来。学生是课堂
的主体，教师的“教”，最终
是靠学生的“学”来达到目的
的。因此，教师要想方设法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方面有真正的
收获。教师不能把教室变成
自己表演的舞台，而是要让学
生成为主角。

学生只有“动”起来了，学
习的积极性才能被激发，才能
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动”，不
是诸如小组讨论等形式上的
热闹，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思维
活跃。这就需要老师根据学
生的不同层次，设置相应难度
的问题，让学生动手、动脑，以
拓展他们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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