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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孩子从幼儿时期渐渐成长，像一个鸟儿一样离开父母，学会飞翔，慢慢进入青春期，生理和心理也发生了改变，这时容

易产生很多种微妙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影响如果得不到父母的理解或缺少与父母的沟通交流，就会慢慢累积成心理问题。

教师作为教育的引导者，是学生与家长有效沟通的桥梁，应指导家长们与学生们采用非暴力沟通的即“爱的语言”方式

进行生活和学习。“爱的语言”沟通方式需要老师们和家长们理性地、客观地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专注他们的感

受，这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本文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的语言”的沟通应用进行研究、探索以达到良好亲子

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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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的社会急速发展，孩子们在新媒体互联网等科技发展的

状态下容易接触到很多片面、碎片式的信息，进入学校后身心的发

育也改变了他们，当处于叛逆期的他们跟父母，跟教师的意见背道

而驰的时候得不到父母的理解，轻则厌恶学习生活，重则引发社会

问题。而父母作为孩子最亲的人应该在孩子关键的成长期给与更多

的陪伴和沟通，但是很多家长没有给与孩子陪伴和有效沟通。这也

是教师们的责任所在，关爱青少年身心并促进健康发展是当今教育

的一个重要话题。 

1  青少年的亲子关系现状分析 

1.1  青少年缺乏被理解和情感交流 
青春期会给青少年们带来很多生理和心理上面的变化，孩子们有

了自己的主导思想，逐渐变得有主见，渴望独立与自由，但是青春期

羞涩的心理又让他们碍于面子，不知如何表达或者表达方式偏激。这

时候的他们渴望被理解。例如，在笔者所教学的班级里，有个学生有

个自己特别崇拜的偶像，喜欢听他的歌曲，收集他的海报，甚至在放

学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完成作业，而是关在自己房间里面搜集有关他

的各种信息，痴迷听他的歌曲，看他的节目。而父母见状没有坐下来

耐心与孩子进行沟通，只是给孩子一顿严厉批评，数落她玩心大，没

有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上学的途中对她只有责

怪。回家之后父母对她冷言冷语，甚至不理她。孩子哭诉的告诉妈妈，

崇拜偶像但是绝不会影响学习，但是家长没有聆听孩子的心声，冷暴

力对孩子造成心理的创伤，上课的过程中注意力分散不集中，甚至经

常哭泣无心学习。家长在孩子青春期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没有理解

孩子的这种行为，并且没有进行有效沟通，只是单方面的对孩子进行

评论定责。使用“暴力”的语言对孩子进行攻击。对孩子的心理造成

很大的消极作用，最后造成影响孩子学习的结果。 
1.2  青少年缺少父母陪伴 

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与政治的改革给我国社会带来

了极大的机遇，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生活消费急剧膨胀，物

质的丰富给孩子的成长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变化。父母都为了给孩子

营造一个优越生活条件而努力，忙碌的他们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缺

少对他们的教育，部分是交给爷爷奶奶照顾，部分是送到寄宿学校

交给老师。爷奶相伴的家庭也一个时代的产物和普遍现象，所谓“隔

代亲”，他们对于孩子过多地溺爱甚至包办生活上的一切，甚至对

他们的行为不论好坏都听之、任之，一味迁就和百依百顺。其产生

消极后果就是，孩子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养成自私自利、任性虚荣、

懒惰、孤僻等性格。而父母缺少对孩子的陪伴，导致对他们的不了

解，所以当孩子们想要与他们沟通的时候往往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出现委屈的情绪。学校曾经对出现记大过处分的学生进行了解，部

分学生是寄宿在学校，一个月见一次父母，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看管，

他们缺少爱与陪伴，在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没有得到父母的及时沟

通疏解，甚至在阐述问题的时候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反而是一顿“暴

力”语言攻击，他们认为自己是孤单的，没有人关心和理解他们，

从而产生偏激的心理做出不恰当的行为。 
1.3  原生家庭的影响给孩子造成情感缺失 

网络迅速发展的环境下，电子产品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

少，一个家庭的构成冗杂着多方面复杂的因素，部分学生家庭是单

亲或者父母离异，家庭成员缺少的环境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父

母作为孩子的教育者承担着各自的角色担当，缺少任何一方的长期

陪伴都会给孩子性格造成缺失。或者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中经常发生

的矛盾和争吵容易对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在孩子青春期的成长过程

中没有树立好的情感榜样。家长们的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怎么去

解决孩子的问题，又怎么去安抚孩子受伤的心理？家庭中的不和谐

甚至父母的自私自利会给孩子的身心造成很多消极影响。在一个离

家出走的学生描述下我们得知，他的父母经常在家里争吵，不仅没

有给他营造很好的学习环境，甚至将他作为矛盾点和包袱丢来丢

去，他试着去与父母沟通，却得到了父母的“暴力”语言攻击，讥

讽他不懂感情，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造成这个学生产生自卑的心

理，觉得自己是被所有人抛弃的，不值得被任何人接受，缺乏信心，

以至于影响到自己的学习和与同学之间的相处。 
1.4  学校在亲子教育重视程度不足 
学生上了中学之后，除了家庭父母的陪伴更多的相处群体是教

师与同学。群体生活让他们与亲人的交往由朝夕相处变成节假日的

偶尔相聚。所以学生和教师就是孩子们的日常交往对象。学生之间

的相处是简单纯粹的，他们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而师生之间的交往

就像父母与孩子的相处一样。教师也是为人父母，更能懂得理解孩

子，与孩子沟通的重要性。一些孩子在家中的价值完全丧失，没有

发言权，剩下的只是枯燥的学习活动。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与孤

独中成长的状态是当前中国家庭独生子女的写照。而在学校一些教

师又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身份让孩子觉得疏远，没有找到倾诉对象的

他们内心容易封闭自我，无法敞开内心，在学习方面也很少与同学

相互沟通，更不敢找教师讨论学习问题。而教师更加注重知识的教

导，往往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也忽略了对孩子们的关爱和心理照顾。

教师作为一个心理成熟的个体，更应明白这个时期孩子们的脆弱敏

感心理，每日的相处与学习中都能让教师了解到学生的个性，甚至

比家长更了解。而一些教师没有注重对孩子的关爱与沟通，更没有

给家长及时反应学生的心理状态。 

2  亲子关系沟通的意义 

2.1  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尊心 

自尊心作为个体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不仅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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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心理健康直接相关，而且对孩子的整体人格发展都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初中生时期是步入青春期的关键时期，其生理和心理都

日渐趋成熟，容易出现叛逆行为，也极易与父母造成冲突和矛盾。

这一时期，亲子之间能否得到合适的沟通，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心

理成长与发展。父母“爱的语言”给与学生更多的交流机会可以增

强学生的自尊心，给他们一定的决定权和思维发展的空间，尊重他

们、理解他们可以增强初中生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 
2.2  有助于心理健康和情绪向上发展 

英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拜昂曾提出容纳是母亲和婴儿

最早的沟通方式。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每个

人都需要有人倾听、理解，每个人都需要宣泄自己的情绪，找到容

纳内心的场所，而这个人更多的就是父母。当然教师也是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好伙伴。所以父母做孩子情绪收纳的容器，帮助孩子消化

不良情绪，给与孩子爱的港湾，以朋友的方式进行平等沟通，而不

是作为高高在上的权威者威慑孩子，这样的孩子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安全且自信地处理问题，给予孩子爱的沟通的

家长能帮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2.3  有助于孩子增强道德责任感，形成健全人格 
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对青少年人格的发展，良好的同学关系与

青少年的自尊心的发展等都存在积极的影响。高质量的亲子沟通不

但营造出轻松和睦的家庭氛围，还能使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更加亲

密，爱的沟通能教会学生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母亲的温柔体贴给

与孩子爱与关怀，在爱的环境下他们懂得照顾他人、善解人意。父

亲的陪伴给与他们安全感和培养坚毅的性格。家庭释放出来的积极

向上的气氛，对于孩子健全的人格发展和道德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3  对于提升亲子关系的方式探究 

3.1  创造学生与家长的沟通机会 

教师作为教育者，是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大部分教师也是

一名家长，在学校接触的各种各样家庭的学生可以了解到，家庭和

父母对于孩子的情感培养是多么重要，心态阳光向上的学生，成绩

与人际关系都不会差。作为家长与学生之间的教师，在学生出现心

理问题的第一时间，应该第一时间与家长联系，并且共同沟通解决

如何引导孩子走出困境。学校应该定期开展亲子互动活动，给家长

和孩子创造相处的机会，给与他们更多的空间进行沟通交流。例如，

举办“亲子运动会”“亲子夏令营”“亲子文艺汇演”等活动，活动

过程中尽量设计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的环节，设置家长与孩子的亲

子游戏，创造出活跃的现场氛围，给家长与孩子之间增加相互了解

的机会，改善疏远的亲子关系，增强亲子之间的交流。通过加强亲

子关系，也可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有益于学习进步。 
3.2  开设学校心理咨询室 
学生在家庭中得不到父母的陪伴和谅解，会对学生的生活造成

一些消极影响，学生的情绪需要一个“情绪垃圾桶”进行倾诉，并

且需要得到情感的认同和他人的关爱和安慰。学校应该开设心理咨

询室。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们情感非常脆弱，没有形成固定意识的

他们容易怀疑自己的心理，造成自我否定，无法自我调整。教师们

在学校应该担当起家长的责任，给与孩子更多的爱与关怀。开设心

理咨询室是给孩子一个情绪发泄的地方，让专业的心理教师进行疏

导，倾听他们的担忧与焦虑、无助与委屈等。心理教师要像父母一

样，给与他们理解与支持，分析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变化，用温柔有

力的语言帮助他们走出迷惘、建立信心。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学

生们树立自信，同样，好的师生关系能助力学生的成长，搭建起更

好的师生关系网。 
3.3  组织各种户外活动，增强学生沟通能力 
学长应多组织亲子演讲会，或者组织观赏亲子影片，引导学生

主动与家长沟通交流，也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父母是有多么辛苦。

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为了创造良好的条件

也在努力的奔波着、打拼着，为了他们的未来奋斗着。学生们应该

学习父母的奋斗精神而不是一味索要付出。节假日之余主动关心父

母，讨论学校生活，分享学习乐趣，帮助父母做家务，也问问父母

的工作，主动联系父母，与他们一起交流生活与学习。爱需要双向

奔赴，更能促进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 
3.4  提高教师情感教育责任感 
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利用亲子关系的积极影响应用

到教学当中去，教师们应当跟学生们打成一片，给学生们当爸爸或

者妈妈。都说教师像园丁一样培育着祖国的花朵们，教师的责任也

十分重大，前文说到有效的亲子沟通能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进而提高综合素质。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最接近学生、最了

解他们的人，教师也应该像父母一样去关怀学生。女教师应该更加

了解女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在某些特殊时期，应该担当起母亲的角

色生活上体贴的照顾，学习上温柔地指导，给予她们妈妈一样的温

暖。男教师应该像父亲一样与孩子们一起户外活动，陪伴引导鼓励

学生们。学习中应用父母一样的爱，需要语气柔和，语重心长，不

要以教师的权威压迫学生，不要让孩子们存在距离感，给他们留下

生硬严肃的形象从而让他们害怕与教师沟通。而是运用父母关心孩

子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拉进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让孩子们敞

开心扉讨论自己的学习想法和问题，更能促进孩子的学习进步。 

4  结语 

青少年的发展关乎家庭和国家的未来，一个孩子的情商和智

商取决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如何培养一个懂得关心和尊重他

人、正直诚实的孩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对话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出现问题时，家长应理智地分析孩子的

不足与闪光点，懂得弯下身子，放下面子去沟通，给与孩子足够

的自尊和足够的成长空间。教师要利用有效的教育手段了解孩子，

发挥自己的教育能力，学会用多种方式沟通，让教育在潜移默化

中进行。一位好教师，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地尊重学生家长，还

要教育学生尊重、理解自己的父母，增强家庭教育的力量。当家

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教师的教育下健康成长，就会更加信任教师。

教育孩子仅有爱是不够的，只有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才能使孩

子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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