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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云南省大学生与父母关系问题研究及改善措施 
◆张亚薇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4） 

 
摘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大学生与父母产生意见不一

致或产生矛盾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出现这种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不仅给大学生精神

上带来很多苦恼，在一定程度上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学生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作为大学里的思想政治辅导员，要在新时代背

景下去研究分析大学生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状况，找出其中大学生与父母

关系不佳的深层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帮助大学生们进一步树

立正确的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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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家是 小的国，国是千万的家，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
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关系和
谐是社会环境和谐的充分保障，我们应当正确引导当代大学生审
视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洞悉大学生与父母之间沟通不畅的主
要原因，让大学生反思在与父母相处过程自身存在的不足。 因
此，在从去年到今年共计近半年时间，我们挑选了全云南省有代
表性的各高校进行了近 1600 人次的调查、走访，从全方面多角
度的对关于我省当下大学生与父母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的调查
研究。 

一、大学生与父母关系的基本状况 
通过调查统计，在所有调查的研究对象当中，有一半以上的

大学生在校期间与父母联系的频度是每周一次以上；大多数的同
学在校期间都会通过打电话的方式与父母联系的时间在 5-10 分
钟，其次是 15-20 分钟，而超过 20 分钟的和 5 分钟以内的只占
少数；有大多数的同学打电话回家是想让家人放心，占调查总体
的 75.2%；在调查的 1588 名同学当中，有 54.3%的同学与父母之
间经常交流，可以畅所欲言，讲出心里话，像朋友一样相处；有
35.2%的同学与父母之间保持正常的距离，平时也会有一般的交
流，但比较客气；有 5.7%的同学对自己的父母比较敬畏，属于
听话的好孩子；然而还有 4.8%的同学与父母之间有隔阂，平时
没有什么交流。相关数据表明大学生与父母的关系现状较为良
好。经过本调查发现，大学生不论性别，年级，不缺少与父母的
交流，只是交流的内容比较单一。正确处理与家人的关系，有利
于促进家庭的和谐， 终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发展。总体的情
况是：大部分的学生离开父母，离开家在外读书，很长时间都无
法见面，与父母交流的内容都是关于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有接近一半以上的大学生与父母沟通的时间没有规律性，但是大
部分都是自己先联系父母，家庭氛围多为和谐融洽，偶有一些小
争吵。与父母沟通的方式为打电话和用 QQ，微信中的语音通话
为主。平常主动联系的方式的原因大部分是想念父母或询问事
宜。总的来说，用于价值观和观念的不同，大部分的大学生与父
母存在不同的小问题。 

从父母方面来说，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大部分都为初中、小学
及以下，在他们的观念是希望孩子能努力读书，不要步上一辈人
的后路，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在交流方面想让孩子在遇到困难
的时候可以和家长倾诉，但倾诉了以后，由于观念的不同又造成
了更大的争吵。 

从大学生的方面来说，大学生们与父母联系不仅仅是那割舍
不断的血脉之情，还有那份对父母的满满的爱、和那离家的游子
之情、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不同的大学生也因为个人的经历、
性格、性别、以及是否谈恋爱的差异而使得与父母的交流内容、
交流方式也不尽相同。 

就像著名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所说：“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
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命运。”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模式，是孩子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的基
础，也是孩子的人格与情商的基石。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往往
会影响他之后整个一生的人际关系。那些从小与父母亲密的孩
子，长大后往往会更有自信，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反之，孩

子就很容易自卑，出现社交困难等状况。所以下面我们将为我省
当代大学生与父母建立良好沟通关系提供建议，从而对大学生进
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关于改善大学生与父母关系的建议 
（一）学生个人层面 
1.定位与父母之间的关系 
谨记不能把父母与自己之间用金钱联系起来。这一观点非常

重要，如果当自己缺钱的时候可以陈之以情，却不可以理所当然
地去索要。这是一种传统道德底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定要
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必须要明确与父母之间是情感联系而非金钱
联系。 

2.体验父母 
学会开始体验你的父母，多换位思考，体谅父母的艰辛与不

易。比如来自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同学，他就利用假期时
间到家里的农田里帮家长做农活，减轻父母的负担，在体验父母
做农活的过程中更进一步明白了生活的不易，知道了要体谅父
母，珍惜拥有的一切。 

 
 
 
 
 
 
 
 
 
 
 
3. 抛弃偏见，选择信任。 
父母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古板或者不通情理。当你觉得父母

一定无法理解你时，你也对父母做出了批判，实际上你也无法用
开放的 度对待父母。当你用语言告诉父母什么是你更想要被对
待的方式，可能你用实际行动去示范一种信任、开放的 度，是
更有效的。 

4. 逐步向父母介绍一个新的你。 
帮助父母了解你所处的环境，了解你生活和心理上的变化。

这个过程可能是循序渐进的。你可以尝试和他们说一说你在校园
参加了什么活动；告诉父母你现在喜欢看哪部剧，关注了微信里
的哪个公众号，让他们慢慢了解和走进你的世界。渐渐地，也许
让你特别难开口的某个话题，会在某一天被他们自然地接受。 

我们总是会认为，父母年龄比我们大，是照料者的身份，但
是实际上，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第一次应对这些亲子间的问题
和挑战。而且，大多数时候，父母与我们相比，更加不具备接受
心理咨询和援助的条件，信息的接收渠道也更加有限，在关系的
处理上只能靠自己摸索。所以，我们要主动付出努力，尝试与父
母重新链接，不妨试着向父母重新介绍你自己，也重新认识你的
父母。  

（二）父母层面 
曾经有位网友提到：“公交车上遇见一对母女，女儿像是初

中生，眉飞色舞地向她母亲描述班上的一位男生，长得帅成绩好
打篮球棒，眼里都是小星星，她母亲在一旁温婉地笑。我想能够
耐心温和不带批判地沟通和相处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美好的温
情时刻了，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开始于此，所有的安全感也开始于
此。” 

不难看出，如果在一个和美的家庭里面，父母与孩子之间是
更加平等、充分沟通的互动关系，即便有矛盾也能通过沟通化解。
父母对于孩子应该是引路人和参谋官，孩子对于父母应该是再学
习的鞭策者，双方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亲密关系。 

以前我们常常看到或者听到，父母之间谈论的是孩子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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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比较少父母谈论孩子的性格、素养。当然近几年，能明显感
受到年轻的父母也在成长，他们会交谈应该怎么引导孩子管理情
绪、引导孩子如何塑造性格，同时他们自身也在改变，这是对的
趋势和正确的 度。父母之于孩子要学会做一个愿意倾听孩子心
声的人，不要轻易否定一个孩子，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值得一提
的是，父母多抽出时间与孩子聊天是好的,但关键是与孩子说话
是“说什么”,有的父母与孩子谈话一说就崩,以后孩子就再不愿
与父母说心里话了,这说明找孩子说话的形式过于呆板、气氛过
于严肃、话题无法引起孩子的共鸣，而且谈话过程中说得多听得
少。同时，建议父母要不断学习，更新观念。父母与孩子的冲突
只是“代沟”的表面现象,实际上是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价值观的
冲突. 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孩子是在变迁了的社会
中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如果父母用旧的价值观与孩子去沟通,孩子
是听不进去的.惟一的办法是父母不断去学习,跟上社会发展。对
于孩子来说，父母愿意不断进步，孩子也会更尊敬他们。 

（三）学校层面 
家庭社会学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区位距

离密切相关。大学生一般是要住校学习，过集体生活，绝大多数
大学生都要在离家较远的地方学习生活三年或四年以上。较远的
距离使得双方交流与沟通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信息互不对称的情
况下，产生分歧和矛盾是必然的。当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
是，学校层面应注重引导学生加强与父母的联系，尊重父母，感
恩父母。辅导员可以召开相关的主题班会、演讲、讲座等，在这
种积极正面的氛围中，学生必然会更加注重与家人的关系。比如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教师就建议同学们在母亲节发微
信给妈妈，说一句温馨的问候语或者表达对妈妈的爱意，拉近与
妈妈之间的距离。 

后，用 2009 年全美航空 1549 号航班迫降事件（后被排成

电影《萨利机长》）的经历者 Ric Elias 首次公开演讲讲述经历“坠
机死亡”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每一位：1.有想做的事马上去做，不
要拖延 2.改善你的人际关系，选择和睦而不是争对错 3.努力做
个好父母，或者好子女，经营 有意义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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