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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教育语言情绪表达不当对儿童心理的影响 

杨菊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56） 

摘  要：家庭教育中，很多父母在对孩子表达观点时会不自觉的带有命令、指责的情绪和语言。大部分的父母都有“述情障碍”

[1]，并不是对孩子没有爱，而是在教育孩子时，不会客观的、正确的用语言和情绪去表达爱，孩子感受到的不是爱，而是指责和埋

怨，从而导致孩子一系列教育问题的产生。生活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教育语言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

不可估量的后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些不起眼的、习以为常的话语可能会给孩子的教育甚至是整个人生的发展埋下隐患。

因此，父母学会控制情绪好好说话是解决很多教育问题的根本和关键，这也是耐心教导孩子所必须要具备的一种素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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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让爱成为亲子关系的枷锁  

俗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正是因为爱孩子

所以难免会为了孩子的学习、生活、教育等着急上火，很多父

母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急功近利，甚至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和焦虑。所以，在表达自己教育观点的时候，会因为着急焦虑

造成传达给孩子的情绪语言非常容易被误解和扭曲，甚至是相

反的。因而对于孩子来说没有准确的第一时间捕捉到父母的关

心和担忧，感受到的却是无安全感、被不理解、被否认、被怀

疑、被谩骂甚至是被羞辱等。有时语言带有的攻击性的力量是

不可估量的，带来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那么，爱就会成为亲

子关系的枷锁，压的孩子喘不过气来，有一种乏力窒息感。 

（一）不要用“为你好”剥夺了孩子的自主选择权 

很多父母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不尊重孩子的想法、不顾及孩

子的感受，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给孩子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

如“爸爸妈妈花钱给你送到私立学校还不是为你好”“爸爸妈妈

假期给你安排好让你上这些辅导班是为你好”“爸爸妈妈给你选

这个专业完全是因为这是当前的热门专业，以后好找工作、你

将来能有个好前途”... 完全忽视孩子的喜好和需求，也没有真

正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选择。在日常生活中这

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这些小事逐渐淹没了孩子的声音，孩

子成为了被安排的“小透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剥夺了孩子的决

定权和人生选择权。这样为孩子好的名义其实限制了孩子的表

达，这是否是一种情感绑架呢？如果真的为孩子好那就蹲下来

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吧，如果为了孩子好就不要把建议和商量

当成替孩子做主。长此以往，这样不仅会使孩子长大越来越没

有主见，也会让他感受不到自己决定的重要性和快乐，那孩子

永远也学不会担当、责任感和使命感，甚至感受不到自己人生

的存在感。这将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没有活出自我而是活成

了父母的“傀儡”。因为只有自己选择的爱好和每一个决定才能

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只有自己选择的事情才更容易做到

极致，更容易成功。比如谷爱凌从小喜欢的花样滑雪妈妈也会

觉得危险，但只是提出了建议而没有替她决定，尊重了她的热

爱，所以不论这件事情多难，但对她而言训练一直都是一种乐

趣，从来没有人迫使她去做这件事，这种来自自我的内驱力是

不可小觑的，因而她更容易事半功倍，轻松取得了金牌，成为

了冠军。如果妈妈替她做了决定换一个项目，很可能她要用一

生去完成这个重任且觉得事倍功半。这也许就是自我选择带来

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也正因为此她才能享受自我掌控人生带来

的快乐和自由。 

（二）不要让“养育”无形中“情感绑架”了孩子 

生活中有一些父母在无形中用情感绑架去要求和“威胁”

孩子去接受自己的想法。比如经常听到父母这样给孩子说“这

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养你你就得听我的”“爸爸妈妈这样

做还不是为你好”等。其实这些言语无形中在绑架着一个孩子

的想法和意愿，如果不去这么做、不去完成这件事会让孩子觉

得是自己的不对而心生愧疚，甚至连表达自己想法的勇气也没

有了。任务本身的压力感和完不成后的愧疚感、自责感将会啃

噬着孩子幼小的心灵，而绑架的工具是“养育和爱”。事实上，

供孩子吃穿、养孩子长大本身就是父母作为法律上的监护人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不需要特意标榜自己，更不能拿此来作为筹

码“威胁”、“绑架”孩子的意愿。因为养孩子和孩子必须听话

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孩子听话与否要看父母说的有没

有道理；是否尊重了孩子或与孩子沟通过；是否愿意蹲下身来

倾听孩子的想法，而不是一味的说必须听我的，这听起来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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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人觉得蛮横任性且不讲道理，只会让孩子反感而产生逆反

心理。但是大部分孩子听多了这样的话会被洗脑，觉得好像是

这么个道理，只能哑口无言的顺从，否则就要被扣上不孝的帽

子，愧疚感也会压垮他。这其实就是一种以爱为名义的无形中

的情感绑架，甚至是精神控制，这并不是真正爱孩子应该做的

事情。 

二、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各种“标签” 

现实中很多父母还给孩子扣上了很多“帽子”比如会有父

母说：“这次考试就这么点分数，不想学算了，不想管你了，我

怎么生了你这么没出息的孩子”“你看看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电脑，都上瘾了”“回家也不愿意说话，见了熟人不知道打招呼，

怎么这么孤僻呢” 

这些父母其实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处理好学习与生活的关

系，致使让孩子感受不到信任与肯定，很多孩子不仅破罐子破

摔，而且父母的标签还强化了孩子更想去做这样的事情。长此

以往，孩子真的会往你所认定的方向去发展，这就是消极的心

理暗示的力量，而且赌气和对抗的情绪会让他们故意去落实自

己头上被扣的帽子，破罐子破摔。父母口中所说的不能这样不

能那样，会成为孩子想去试探的“禁忌地”，这对孩子是充满刺

激和诱惑的，一旦试探成功会非常有成就感和快感。 

每个孩子都肯定有值得肯定和赞美的地方，父母要相信自

己的孩子，用尽一切去寻找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放大这些优点，

而不是只盯着缺点不放，哪怕一个孩子再一无是处，也一定能

通过努力寻找找到赞美的地方。语言会带来微妙的心理暗示，

想让孩子往哪个方向发展就要往哪个方向去评价、鼓励、肯定

和信任孩子。他一定会努力做得更好不让你失望，因为这是一

种积极的强化和心理暗示。我们也要信任孩子不能因为一次考

试成绩不好而说“不争气、没出息”这些标签太过片面绝对，

事实上很多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影响之后取得好成

绩，更不会因为一次成绩不好推测到一生都碌碌无为，相反，

很多被称为“差生”的孩子长大在另外一些方面取得了望尘莫

及的成就，如很多教育家就是如此。但大部分被打上“标签”

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的打击就此失去了进取心和斗志，错失了

很多本应该取得成就的时机，人生也可能从此改写，倘若真如

此，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和悲哀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被别人定

义，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可以去定义

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去定义别人，也没有权利去定义别人，

况且还是个前途充满了未知和希望的孩子。就算有的孩子当前

暂时表现出“不争气”“没出息”人生也有无数次可以翻盘的机

会，而不是只有一次，不能一次不好而定位一生，历史上很多

名人大家也能证明这个道理。人也有很多点和面，这一面不好

不代表都不好，总有一面会像金子一样越发耀眼闪烁，光芒万

丈。 

三、少下达指令撇开责任，多帮助孩子共同面对 

我们应该在下达任务的时候帮助孩子共同去完成任务，和

孩子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带领孩子去完成。而不是下达指令

之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甚至是玩手机、娱乐、把孩子晾在

一边不管不顾。这样暂不说有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孩子内心

其实是不服的），也没有去帮助孩子寻找问题，帮助他克服可能

遇到的困难；更没有引导孩子学会成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那么孩子永远感受不到那种由共同克服困难最后成功而带来的

责任感和成就感，更学不会像成人一样去独立的、高效的解决

问题的能力。甚至以后有任何的烦恼、困难也不愿意与父母沟

通，慢慢与父母关闭了心门，不交心，不会主动说自己的心里

话，比如回家就锁门在房间里，在家话很少，问了也说没事等。

如果父母把“作业做不完别睡觉”之类的指令换成这样：询问

孩子“是哪个地方难住了不会做呀，妈妈来帮你看看，我们一

起解决好不好”“哦作业太多了，那如果别的家长也这么认为，

我们就会一起商量给老师反馈下这个问题的好么，不能因为作

业量太多影响了睡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教育，相信孩子感受

到的不再是下达指令后任务抛给自己时的孤独恐慌，以及完不

成的压力。而是由父母帮助后完成任务的快乐、自豪和感激。

慢慢的，孩子会更愿意给父母沟通说自己的心里话，孩子会也

觉得不论自己以后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没关系，因为他觉得父母

永远都在身后给予她帮助和力量，永远不会抛弃他，永远是他

最坚强的后盾。那么信赖感由此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好的教育

习惯会在生活的点滴中渗透进孩子的心灵，并搭建起亲子关系

的桥梁。孩子不仅更愿意对我们敞开心扉，而且这样的良性循

环也将会让孩子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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