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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孩子
也分时间和场合

圈中
热议

教育孩子需要同理心

微看
世界

采尔马特

采尔马特，

位于阿尔卑斯

山的群峰之中，

有“冰川之城”

的美称。

（内 容 来
源：新浪微博）

一位妈妈抱怨道，我不小心把孩子心爱的储

蓄罐打破了，我跟孩子道了歉，还承诺马上买一个

新的。可孩子还是不依不饶，哭了一上午。养孩

子真难啊，真想打他一顿！

真的重买一个就好了吗？孩子心爱的东西被

破坏了，他的心情你真的理解吗？很多父母觉得

东西破了，买一个新的就行了，却不知孩子内心跟

这个物品早就建立了联结。你这样做，只会让孩

子伤心。

每次看到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说：“没事，我给

你买”“没事，过几天就好了”“真是的，总是喜欢哭，

真不知道你哭什么”“再闹，我就打人了啊”……

我就为孩子着急。为人父母，如果知道“同理心”

这三个字，亲子关系应该就会更加亲密，孩子也会

更加配合你的教养。

同理心，指站在对方立场，设身处地地思考的

一种方式，即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

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

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主要体现在情绪自控、换

位思考等与情商相关的方面。

有了父母的理解，每个孩子都会变得懂事而

配合，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遇到的心理

及生理上的问题急剧增加，有时往往超出他们的

能力承受范围。如果父母只是说教、责骂，只会把

孩子推得更远。我们应该做的是陪在孩子身边，

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角度，给予更多的理解。这样，

父母自己的脾气都会变好。

父母的同理心，还能激发孩子的同理心。缺

乏同理心的父母，往往很难养出有同理心的孩

子。我们从孩子们的交往中就会发现，有的孩子

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总是能事事为对方考虑；有的

孩子即使有很多零用钱或者新奇的玩具，也交不

到真正的朋友，这往往与孩子缺乏同理心有关。

其实孩子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只是有时候被父母

给破坏了。有的父母为了孩子不受欺负，能做一

个“聪明人”，每天不厌其烦地教孩子怎么去衡量

利弊，把一堆人生的大道理灌输给孩子。

看到一个小故事：一个老人害怕死亡，常对小

孩说：“奶奶快要死了。”别人听了通常说：“哎呀，

你会长命百岁的。”小孩却说：“呀！那可舍不得

啊！”多么让人感动的一句话，因为再多无济于事

的安慰，终究抵不过一句最动情的真心话。

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应该保持孩子最原

始的真诚。当然，首先自己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而

不是嘴上一套、背后一套。其实，拥有同理心，不

仅能更好地育儿，也能使家庭或婚姻更幸福，还会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内容来源：公众号“养育男孩”）

我们都立志做温柔而坚定的家长，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强忍着不

发脾气吧，自己攒一肚子火；发脾气吧，

又怕伤到孩子的自尊心。脑海中的思想

斗争一刻也未停止。

不过，发火也应分时间和场合，不合

时宜的批评会加剧对孩子的伤害程

度，激化更深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在这

四个时刻控制好情绪，教育效果也会

事半功倍。

早晨不宜批评孩子

早晨，意味着新一天的开始。如果

孩子一大早就得到一个否定、几句批评，

那么，他一整天的自我评价都会偏向负

面、消极。

一天早晨，我在电梯里看到一位妈

妈对着儿子大声吼叫，给人一种难以招

架的压迫感。再看孩子，低着头不敢看

妈妈，用衣服袖口轻轻抹着泪。妈妈早

上的负面情绪，就这样如电流般传递到

了孩子那里。孩子既要处理当下的情

绪，还要面对接下来一整天的学习，如果

处理得不好，听课的效果肯定大受影响。

说实话，要忍住一大早不批评孩子

的念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早上

潜伏着太多想发火的因素，比如孩子起

床磨蹭、吃饭速度慢等，又因为早上时间

很急，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家长的怒气自

然也更容易被触发。这时，就特别考验

父母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与其干着急，

还不如每天早起一会儿，帮孩子分析迟

到的后果，督促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别在餐桌上批评孩子

餐桌上的时光应该是其乐融融、温

馨而又幸福的。在如此惬意放松的时

段，逮着孩子一顿批评，多煞风景。

吃饭时不指责、批评孩子，也是父母

要修炼的一项很重要的能力。我们要随

时按捺住吃饭时对孩子指指点点的冲

动。人的味觉是有记忆的，小时候餐桌

上难受的记忆碎片，会操纵一个人的情

绪很多年。所以，吃饭时父母要多倾听

孩子的心声，多聊一些投机的话题，让孩

子开开心心地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教育家尹建莉曾说：“大家坐在一起

吃饭，即使什么都不说，有爱在流动，孩

子就已经受教了。把餐桌搞成教训孩子

的地方，是最让孩子反感的事。”

当众不批评孩子

我们常说一句话：揭人不揭短，打人

不打脸。在公开场合不去揭露孩子的痛

处，给孩子留面子，也是父母最需要修炼

的功课。

前些天，一段孩子哭着求爸爸别在

校门口数落自己的视频引起热议。孩子

再小也要面子，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圈、朋

友圈。这位爸爸在校门口揭孩子的短，

被同学听见，孩子心里难免不是滋味。

当众批评，只会给孩子带来难堪和

无助，增加孩子对父母的恨意。至于你

当时说的道理，孩子一个也记不住，那个

时候，孩子只想逃离，并不想接受任何建

议。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在影响

孩子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灵

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自尊心。”

当众嘲讽、奚落、刁难孩子，无异于

在全面摧毁孩子的自尊。

孩子畏惧时不批评

如果孩子因为害怕一件事而不去

做，这个时候最怕父母的批评。相反，他

们更希望的是得到父母给予的勇气和

力量。

有一次去医院碰到一位爸爸带着儿

子打疫苗。小孩子因为害怕打针，所以

一直抗拒，最后还大声哭了起来。这位

爸爸脾气比较急躁，对着孩子大声咆

哮。医护人员在一旁好言相劝，这才缓

和了下来。

打疫苗，对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

一个不小的考验。孩子会哭闹，无非就

是因为对于打针的恐惧以及对于未知的

害怕，这让他们特别没有安全感。这个

时候，如果父母可以抱抱孩子，或者对孩

子说些打气的话，都有助于帮孩子稳定

情绪。

少批评、多建议，分场合分时机，教

育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

（内容来源：公众号“儿童心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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