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家长：

您好

这是我们为准备的一期有关家庭教育的辅导材料。相信您在仔细阅读

后，也一定能有所启发帮助，从而架起家校联系的桥梁。提前祝你新年快

乐、阖家幸福，祝您的孩子成才！

家庭教育的“五好”

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 优秀父母，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教育孩子

上费尽心思。

好习惯都是养出来的 很多父母将孩子的不好习惯怪罪到学校身上，

怪罪到老师身上，怪罪到孩子身上，唯独没有怪罪到自己身上。其实孩子

身上的多数习惯——无论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意

无意培养出来

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 帮助孩子是我们父母的一份应尽的义务，而帮

助孩子减负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父母增负，就是我们父母能够成为孩子学习

上、思想上的导师。

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第一个步骤是倾听，就是让孩子把话说出来，



并且听懂孩子话里的真实意思。第二个步骤是理解，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

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结果往往是有道理的。第三个步骤是建议，就是有道

理孩子并不一定就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因此父母这时应该给予建议。

好成就都是化出来的 意志、品德、胸襟等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通

过父母的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效果的，而是通过父母的行为即“潜

教育”化进孩子的血肉里的。让孩子养成大襟怀的最好方式除了父母能做

好的表率外，就是让孩子多读名著，多读伟人的传记，让孩子从小学会用

伟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和自己。

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点

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孩子，除了生理上的变化以外，更主要的表现在

心理上的突然变化，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自我意识在这一时期出现质的变化。青春期的孩子对于“自我”

的体验和感受前所未有地清醒。如果说，儿童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基本是

服从成人意见的，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则完全不同了。他们对自己产生了

强烈的兴趣，热衷于思考自己的优点、缺点、特点......显得十分“自

恋”，同时又经常夸大自己的缺陷，因为自己不够“完美”而沮丧。

２、独立性增强。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

重，希望摆脱成人的约束，渴望独立。

３、感情的变化非常显著。他们既“多愁善感”又“喜怒无常”这常

常令我们家长手足无措。感情的多变是与感情的深化共同发生的，在这一

时期孩子们已经开始产生和感受到许多细腻复杂的感情。

４、开始关注同龄人之间的交往。同龄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一时期生

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任何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不可能脱离同龄人的影



响，总是将彼此之间的交往与认可看得极为重要。

5、与成人世界的关系开始变化。青春期的孩子不愿意再像“小孩

子”一样服从家长和老师，他们希望获得像“大人”一样的权利，因此经

常固执地与父母顶撞。

６、性意识的萌动与性别角色的深化。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非常

关心自己性别角色的完美程度、被他人接受和欣赏的程度：够不够帅、是

不是漂亮、能不能引人注意等等。都渴望了解异性，希望得到来自异性的

友谊，开始憧憬爱情.....

当然，还不止这些。

所有这些变化和发展都是在进行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的。他

们在各方面仍然是不完善、不成熟的：还不可能真正独立，还没有形成相

对稳定的个性，还没有成熟的感情世界，还不善于把握真正的友谊，还不

能真正与成人平起平坐，还缺乏严谨的思维技能，还不具备真正尝试爱情

的条件。

由于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的突然性、多样性、特殊性，不仅使青

少年自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时也会让我们做家长的不知如何应付。往

往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所以多数中学生的家长

都感到了累---- 心累！

心理专家 ：教你如何与孩子沟通

家长在和孩子特别是即将及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时，首先要学会

尊重和理解孩子的观点。在成人看来，孩子的某些观点或许很幼稚，但对

刚刚开始增强自主意识的孩子，那都是他们成长的体现，是自我个性的代

表。家长对孩子稚嫩观点的尊重和理解可以大大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能激



发孩子和父母做更多的沟通，让亲子关系更和谐亲密。

其次，父母要学会关心自己，让自己快乐。因为孩子是跟随家长的

行为和情绪而学习。家长在消极情绪下，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孩子的

喜怒哀乐，或许孩子还没说几句话，家长已经开始责骂讽刺，更无法做良

好的沟通了。

再次，不要吝惜对孩子的赞美。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父母总是不停

地给孩子提供无数的建议，而且仔细回想，这些建议或许是天天都在提，

而孩子并没有采纳的。其实赞美之词远比“唠叨”的建议有效得多。比

如：“孩子你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真是很棒，妈妈为你骄傲，妈妈也有个

方法提供给你参考，比如⋯⋯如果你觉得何时，可以试试看。”在赞美的

同时也提出自己的建议，孩子在受到家长肯定后，就比较容易接受家长的

意见。不过在赞美孩子时一定要针对具体的事情，不要说过于宽泛的话，

不然会让孩子觉得你的赞美不够真诚，那样也就无法起到沟通的效果。

总之，父母和孩子沟通时要冷静，如果发现讨论的结果，已使孩子情

绪不稳了，就该停止沟通脚步，否则恶言争吵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惟有彼

此心平气和才能深入思考，仔细讨论和理性判断并找出最好抉择。使孩子

觉得父母是个随时随地都容易聊天的人、是个接纳他的人、是个肯定他价

值的人，孩子才会愿意将各种感受告诉你。

让孩子活出他自己，有独立性与自主性，品德第一，学业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