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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亲子关系的构建探索
易　斌

（广西桂林市第十八中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亲子关系是家庭中夫妻关系之外最亲密的关系，本文就如何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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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造良好的夫妻关系

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和谐的亲子关系的基石。孩子在有情爱的

父母的熏陶下，耳濡目染，渐渐学会爱自己的爸妈、爱自己的家，

进而建立融洽的亲子感情。亲子关系问题常常起因于：父母都爱

孩子，但是父母彼此不相爱，甚至父母争吵不断或冷战不休，导

致将孩子“三角化”。亲子关系问题的常见形态是：母亲和孩子

纠缠，母子二人将父亲边缘化；在一个屋檐下分成了两个家，母

亲和孩子一家，父亲独自成为另一家，两“家”水火不容，情感

不合导致“第三者”的出现和家庭的破裂。因此，建立良好的夫

妻关系，是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的肥沃土壤。

二、用心养好孩子的胃口

孩子的“胃口”，包含生理的胃口和心理上的胃口。养好孩

子生理上的胃口，就是让孩子要吃好，吃嘛嘛香。目前小孩偏食

居多，吃得挑剔，有些父母没有引起重视。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

表明：“胃口”不好的小孩脾气差、易懂怒、难沟通。因此，让

孩子每一餐都吃得爽歪歪，从而身心愉悦，感觉人生充满滋味非

常重要。养好孩子心理上的胃口，就是要合理满足孩子的愿望需求。

在成长中，孩子会不断产生愿望，这些愿望的满足度对亲子关系

是否和谐起着决定性作用。家长该怎样对待小孩的愿望呢？正确

的方法是：不合理的愿望要坚决拒绝，合理的愿望尽可能延缓满足。

否则会造成孩子的蛮横无理及孩子觉得愿望可轻易实现。要让孩

子懂得，每个愿望的实现必须要付出全力以赴的努力和一定的代

价，父母要把愿望的实现过程变成塑造孩子正确行为的过程。“胃

好一切就好”！孩子的胃口养好了，孩子就会愿意与父母沟通交流，

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

父母是孩子最亲的人，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是天生

的模仿者，他们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待人处事的态度与方式

等很多行为都是父母的“复制”。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影响是隐性的、

潜移默化的甚至是终身的。因此，父母期望孩子怎样，首先要以

身作则，做好榜样，让孩子学习模仿。“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

如境教”，比如孩子在刻苦学习时，若父母在打麻将、聊天，那

他学习的热情会逐渐消失；如果他看到的是父母在看书或忙于家

务而辛勤劳作，孩子也会加倍勤奋。有的家长为更好地督促孩子

的学习而辞去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当孩子学习的保姆，反而造成

孩子更加消极、懒惰，因为家长的做法已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不求

进取的榜样。聪明的父母会让孩子看到，尽管父母年迈力衰，但

因为生活所迫会依然保持旺盛的进取精神，孩子自然会从中获得

某种启示和精神力量。发挥父母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时刻保持

家庭的正能量，会自发地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而良好的亲子关

系胜过最好的教育，糟糕的亲子关系的结果是，父母的教育越正确，

效果越差。

四、尊重孩子的思想人格

孩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鲜活生命体，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有独特的意愿和感受，有奋斗的人生目标与理想。父母此生自己

没能达成的愿望，若强加给孩子，把孩子作为实现父母愿望的工具，

亲子关系必将势难两立！要尊重、珍惜孩子拥有的一切。不要去

支配子女的行为，要让其有勇气为实现理想特立独行，父母只需

适时调控：在行为中，凡孩子“善”的表现，都要及时夸奖、赞赏，

使其绽放光芒，永远保持正精进，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凡孩子“恶”

的表现，要巧妙引导，让其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我行我素。充分尊重孩子的思想和人格利于建立健康和谐的亲子

关系。

五、发挥父母的引导作用

父母既是孩子的精神靠山，也是孩子永不褪色的人生导师。

因此，父母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要发挥引导作用，父母要成为

孩子人生发展的引领者，成为孩子人生目标达成的策划者。父母

对孩子的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在皮。对孩子生活起居琐事的关

心，注重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第二层在骨。对孩子成长的关心，

在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等方面进行方法性指导，注重的是孩子

的生存能力。第三层在髓。对孩子人生价值观的培养和指点，注

意孩子的心理卫生，使其养成良好的个人修养，注重的是灵魂的

成长。非常赞同《战国策》中金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父母对孩子的终极教育是使孩子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灵魂自由、

情操高尚的人。因此，父母要与孩子经常探讨交流孩子有什么优

点、特长？长大了能干什么？今后想从事什么工作？往哪方面发

展自己？还需修炼哪些优秀品质？学会什么本领？将来到哪些大

学深造、选择学习什么专业？这一系列人生问题，在探讨中确定

人生的规划。父母还要精心策划为达成孩子人生目标所需要做的

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进行一定的特长培训，

聆听一些震撼心灵的演讲，参加适度的各种竞赛等。父母的英明

引领作用会激发孩子对父母的崇拜和感恩，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

亲子关系。

和谐亲子关系的构建没有定法，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探寻合

理的方法，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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