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一中团委书记刘岩、市五
十九中高二年级主任王红强认
为，买英帅的方法对大多数家长
适用。尽管每个孩子性格各异，
但如果每名家长都这么用心，相
信孩子会给你很多惊喜。和青春
期的孩子交朋友，你还可以试试
这些办法：

●成为孩子的“粉丝”
家长平时要多观察孩子的兴

趣点，如成为他的“粉丝”，夸赞他
的爱好，分享他喜欢的书或电
影。这样，在和孩子聊天时，会有
共同话题。

●让孩子参与大事决策
孩子上初中以后，很多家长

会为孩子包办一些事，让孩子“一
心只读圣贤书”。其实，在买房、
买车、换工作等一些重大问题上，
家长应该让孩子知晓并参与，让
他们觉得自己是家中一员，这能
给孩子责任感。

●给孩子独立空间
如果孩子有独立房间，可以

让他在房间里宣泄情绪、自由摆
放屋内物品。家长尽量不乱翻孩
子的东西，也不要帮孩子收拾凌
乱的房间。这能让孩子学会独
处，满足他们半独立半依赖的心
理特点，有助于完成青春期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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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合就冷战，儿子和爹对着干——

当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心灵班车

■萌娃档案

大名：李启菡 小名：涵涵
年龄：4岁半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记者 王晓丹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许多家长深感
无奈——一味说教，孩子反感；放任自
流，心有不甘。咋让孩子平稳度过青春
期呢？洛阳外国语学校高一学生买楚源
的爸爸买英帅，用一张“服软”的字条，叩
开了孩子的心扉，并支持孩子在繁忙的
学习中搞发明，成功申请三项国家专利。

在买英帅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就是
儿子的三项国家专利证书。“很多家长怕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各种辅导
班，但我认为，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买
英帅讲述了儿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

孩子上小学时，我没给他报任何辅
导班。当他的小伙伴学舞蹈、奥数时，他
玩坏了三个魔方，拆了两辆遥控车。

他上五年级时，拆了手机里的震动
马达，做了个“会走路”的果冻盒；六年级
时，他把 4000 元的电脑拆了，要组装一
台投影仪，我就请电脑高手来给他指导。

他的小屋像个杂货铺，有焊接台、
二极管、电焊……这些年，不论他想要
什么发明工具，我都尽量满足他，陪他
去淘这些物件。

或许你会问，你这么支持孩子，他一
定很听话？错！孩子上初中后叛逆期来
了，我为他精心准备的饭，他从营养学的
角度否了；我请书法家给他写了幅励志
作品，他宁愿换成周杰伦的照片……

有一段时间，孩子成绩一直退步。我
问他咋回事，他不理我。我大发雷霆，孩
子也很生气，和我冷战了一周。转机出现
在一个中午。那天，我工作忙，就给他留
了一张字条：“爸爸没时间陪你吃饭，请你
原谅，爸爸爱你。”第二天，孩子竟主动和
我说话了。

这让我摸到了他的软肋，再有什么
问题，我尽量尊重他，让他感觉到我的
爱，而不是一味指责、否定，比如搞发明
这件事，我就和他约定：只要成绩不退
步，就能利用课余时间做喜欢的事。

初中三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中
上等。他还获得了市科技创新大赛第二
名、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等，并
成功申请了三项国家专利。

一张“服软”字条
解除父子冷战

“孩子在长大，我们在老
去。当我们自以为是、用老化的
经验说教时，孩子肯定要用崭新
的理念和思维去反驳。”买英帅
说，这时，不少家长会给孩子扣
上“叛逆”的帽子，殊不知多数时
候错的是家长。如何避免这种
矛盾，他分享了3个经验。

支持孩子的兴趣爱好。不
以学习为名否定孩子的爱好，即
便暂时无法满足孩子的兴趣爱
好，也可像写日记一样把孩子的

“奇思妙想”记下来。支持孩子，
会让孩子觉得你和他站在一起，
而不是他的对立面。

适时服软，学会道歉。在孩
子面前，家长不要高高在上，也
不要刻意伪装，甚至有时可以把
不顺心的事给孩子讲一讲，听听
孩子的看法。如果说话重了，要
学会服软，比如说“刚才语气重
了，我向你道歉”等，让孩子觉得
你很坦诚，抵触情绪就会减少。

利用睡前时间沟通。孩子
和大人一样，晚上睡觉前是最放
松的。这时，家长可和孩子聊聊
自己的工作或孩子爱看的书、喜
欢的话题。聊得多了，孩子自然
愿意敞开心扉和你说学习上的
事儿。

不是孩子叛逆 而是父母古板

想打开孩子心扉 不妨当他的“粉丝”

□记者 高亚恒

前不久，4岁半的李启菡和她的十
几个小伙伴表演的蒙古族舞蹈《快乐牧
羊人》被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相中，
受邀到郑州录制了《少儿梦想秀》少儿春
节联欢晚会。虽然是头一次登上大舞
台，但涵涵毫不怯场，用近乎完美的表演
和小伙伴们顺利完成了录制。

别看在台上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萌
娃们可整整练了1个月。除每周两节
舞蹈课外，涵涵每天都要在家练基本
功、抠动作。经过刻苦排练，孩子们最
终演出成功。

涵涵妈说，她并未刻意要求涵涵
将来走跳舞这条路，但希望她能像现
在这样，坚持做好每一件事，不轻易退
缩与放弃。

四岁小不点 跳上春晚啦

孩子撒谎？

家长别慌！

家有萌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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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心

在李女士眼里，儿子骄骄（化
名）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可是
前两天，骄骄竟因偷看电视对她撒
了谎。面对孩子撒谎，李女士很纠
结，到底该不该揭穿他？

孩子因为看电视撒了谎

骄骄今年12岁，小小年纪便戴
上了眼镜，这让李女士很担心。因
担心儿子的视力继续下降，李女士
规定他只能在双休日看电视。上周
四晚，李女士外出办事，留骄骄一个
人在家。临走时她特意叮嘱儿子别
看电视，并拔掉了电视电源。

回到家后，儿子主动汇报：“我
没看电视！”但亮着的电视电源灯泄
露了儿子的小秘密。

该不该戳穿儿子的谎言？说
吧，担心伤了孩子的自尊心；不说，又
怕他养成撒谎的坏毛病。李女士纠
结了！

撒谎是成长的必经阶段

“李女士限制儿子看电视的
初衷虽然是好的，但方式有些简
单粗暴。”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
长李晓静说。

12岁的骄骄很可能已进入青
春期，不像以前那般对父母言听计
从。若父母一味采取“控制教育”，
制定一些强制性要求，不仅不利于
孩子自主意识的培养，还会引起孩
子的逆反心理。

“撒谎也不见得全是坏事，这说
明孩子有了自主意识，家长不用太
过担心，这也是孩子成长的必经阶
段。”李晓静说。

事后提起好过当面指责

李晓静说，青春期的孩子，心理
十分脆弱。李女士切不可直接揭穿
孩子的谎言，说一些“你为什么要撒
谎”“这么小都学会撒谎了，长大该
咋办”等指责性语言。

李女士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假装不经意和孩子谈起这个话题，
可先为自己限制他看电视的做法道
歉，让他明白父母的初衷是好的，再
询问他“是不是觉得这个规矩不合
理”。若孩子确实想看电视，可和他
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如“做作业时保
持良好坐姿、按时做眼保健操等，可
奖励10分钟电视时间”。

市第五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肖
一妙说，年纪小一点儿的孩子喜欢
模仿父母，遇到孩子撒谎，父母应先
反省自己是否以身作则。当父母无
法兑现对孩子的承诺时，要及时说
明原因，并做出适度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