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等沟通

说起平等，其实父母跟孩子之间肯定是不平等的。父母跟孩

子怎么能平等呢？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一个是监护人，一

个是被监护人；一个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一个是被抚养的对

象；父母上有老下有小，困难重重，苦恼多多，权利也多多，孩

子却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当然是不平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

提倡平等沟通呢？这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沟通当中双方在人

格上是平等的。即使这个孩子再小，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

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都是平等的。

不平等的沟通现象有哪些

为什么偏偏给父母提出来要平等沟通呢？我们大人与大人之

间怎么不说平等沟通呢？为什么跟孩子之间要提倡平等沟通呢？

第 3 章

CHAPTER 3



一些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跟孩子沟通时确实存在不平等的

现象，比如下面这几种现象。

1. 父母在关照自己的需求

很多父母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去沟通，实际上有很大的成分

是在为自己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不相信，你听听这

样几句话。一个父亲说：“孩子，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上成大学，

我都遗憾死了，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啊！”这是在关照谁的需

要？我没有考上大学，你可一定要争口气，意思是你要替我上大

学呀！

有的妈妈说：我小时候多穷啊，根本别想碰钢琴，摸都没摸

过，你现在的条件多好，你可一定要好好弹钢琴，弹出个名堂

来！这是在关照谁的需要？是在关照自己的需要。

还有的父亲这样说，我小的时候姊妹太多，我的父母一天到

晚忙着抓革命促生产，根本就没有给过我很多的关爱，关注和重

视都极其的不够。我觉得我特受冷落，我都不知道被娇惯是什么

滋味，所以我现在绝对看不得我的孩子受任何的委屈，我就是要

娇他，我知道一个孩子受疼爱在他内心是多么的重要。

可以看出，我们付出爱的同时，是想满足孩子，同时也在满

足自己。这里面就有一个度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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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总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我是家长，我不可能让自己不正确。有些父母怕影响到自己

的威信，就把自己放得高高的，把自己直接放在那个正确的位置

上去：我永远是正确的，我是什么都会的，就是不会我也要说会，

就是不懂我也要装懂，甚至会强词夺理。其实，当我们不懂装懂

的时候，小孩子绝对看得出来的，孩子绝对心中有数的，我们倒

是要问一句，父母把这样的形象展现在孩子面前，想让孩子从中

吸取些什么呢？

3. 传统的家长观念

第三个原因是传统的家长意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是

家长，高高在上；我是家庭的统治者，你是被统治者；我是家庭

的管理者，你是被管理者；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这种一

高一低的地位感，肯定是不平等的。这种权威、这种强势所造成

的不平等，不仅让沟通不能够顺利地进行，而且它在很多时候会

伤害亲子之间的感情，它的危害性特别大。

有一次我到山西去讲学，在当地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这样

一则消息。说一个10岁的男孩，被怀疑偷了邻居家的东西，

邻居就来告诉他爸爸。他爸爸一听就把儿子给抓了回来，

抓回来就打：“你拿人家东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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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没有拿！”

“你再说，你拿了没拿？你看着，你今天要敢不说实话

我不打死你！”

“爸！我真的没有拿人家的东西！”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这一辈子有什么毛病都可以，

但绝对不可以有这个毛病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就是因为

这个毛病而五进宫啊 !”

父亲气急了，把他吊起来打。怎么吊呢？倒吊着！头朝

下，脚朝上，继续打。边打边骂，孩子哭着、喊着、挣扎着。

听着孩子哭喊，这位父亲顺手抓起一个东西塞住了孩子的嘴。

我们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当一个人头朝下的时候，呼吸都

很困难，而父亲又堵上了他的嘴。两分钟不到，孩子的脸色

都不一样了，也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爸爸才紧张了，赶快

把孩子放下来，抽出嘴里的东西，背起孩子疯了似的跑向医

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孩子没有被抢救回来。10岁的

孩子，天真烂漫的年龄，就这样死在了亲生爸爸的手里。原

因是什么？我是家长，我就打你了怎么着！原因是什么？我

都五进宫了，你可千万不能啊！这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满

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邻居家的东西到底是

不是这个孩子拿的。也许人家以为父亲都五进宫，儿子也好

不到哪儿去吧。反正永远地不知道真相了。所以，在这种家

长制作风的控制下，是很难进行平等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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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母怕孩子不接纳

怕孩子不接纳会怎么样呢？会讨好孩子，会求着孩子听话。

就是孩子高高在上了，这也是不平等。尤其是在下面两种情况

下。一是对于那些身体不太好的孩子，总是害怕孩子犯病，所

以会迁就孩子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会放松对原则的把握。二是

一些单亲家庭的父母总是以为自己亏欠孩子的，所以呢，会放

松要求，甚至有时候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会放弃原则，这依然

是一种不平等。

一个小男孩在春节期间，花了2000元钱，把压岁钱全

花了还不够，又向爸爸妈妈要钱。爸爸妈妈就很恼火。不

给！这个孩子平常娇惯坏了，总是高高在上，他跟爸爸妈

妈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就想不通你们两个了，你说你们

两个人挣钱是干嘛的？不就是让我花的吗？我现在要花

钱，你们凭什么不给？你们想干嘛？你们想把那钱带到棺

材里去呀！”

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孩子还在屋里生闷气呢，爸爸推

门进来了，先是一番教导，讲一番道理，临走的时候从兜里

边掏出了200元钱给了孩子：“省着点花啊，以后不许这样

了！”临出门了又转过头来对他说：别告诉你妈啊！

爸爸出去了。10分钟不到，妈妈又进来了。做的工作都

一样，一进来先教导一番：为什么不给你钱啊，知不知道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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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这钱都来之不易呀，小孩子要省着花。孩子还不耐烦呢：

“妈！行了，别唠叨了，我知道了！”妈妈又从兜里掏出了

200元钱给了他。临出门的时候转过头来说了一句：“我告诉

你，别告诉你爸啊！”

这样的教育能把孩子教育好吗？这样不仅是沟通不平

等，连整个人都不平等了。

平等沟通的前提是什么

每个家长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孩子健康茁壮地成长，当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问题时，良好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那么，

双方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做到平等沟通呢？

1. 亲子沟通的意义在于什么

跟孩子沟通的意义在哪里？有的人说了，沟通的意义就在于

解决问题；有的人说沟通的意义就是让孩子明白道理，并按着道

理去做⋯⋯

沟通的意义在于孩子的回应！

什么叫做孩子的回应？当你用你的方式说话的时候，孩子眼

睛亮亮的认真地听，这就是一种回应。他这样回应的意思是说：

太好了，你继续讲！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孩子表现出不耐烦，

脸上是痛苦的表情，这也是一种回应，它表明：我不想听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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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住。

沟通的意义在于孩子的回应。反应好就继续讲，反应不好就

赶快打住。我们应该调整自己的说法，把我们的道理用孩子愿意

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他们。有的父母不是调整自己，而是恨铁不成

钢，埋怨孩子为什么听不进去自己苦口婆心的教导。

2. 孩子愿不愿意沟通取决于什么

孩子到底想不想把内心深处的话说给你，他又想不想听你的

“苦口婆心”，取决于什么？不是取决于你的角色有多么重要，不

是取决于你多么厉害。

孩子愿不愿意沟通取决于父母的态度！

他想不想从内心深处跟你沟通取决于你的态度，也就是你的

心态！如果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宽容的、是安全的、是值得信任的、

是能够理解的，他就会愿意主动跟你沟通，而且会说心底里的话。

但这真的需要父母的耐心与修养。

3. 沟通中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沟通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是爱心？责任心？耐心？这些都

对，都是不可缺少的，通常也是父母们都能意识到的，可是有一

样东西是很欠缺的，那也是沟通的最高境界。

沟通中最不可缺少的是服务意识！

有人不理解，跟孩子沟通还要有服务意识？服务意识最早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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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域，我们经常说要对客户有服务意识。什么意思呢？我们在

把商品销售给客户之前，会挖空了心思去想，我这话要怎么说他才

爱听？我怎么说他才容易理解？我要怎么样来表达他才能够非常愉

悦地购买？如果没有这样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成交率一定很低。同

理，我们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我们要孩子听话，要这样做那样做，

我们岂不是也在销售我们的思想、销售我们的理念吗！小孩子凭什

么“购买”你的理念？他凭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话？

假如说我们对孩子也有服务意识，我们也挖空心思去想：这

话我要怎样说孩子才爱听？我怎么样来说他才能够去行动？在这

个层面下工夫越大，我们“成交”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效沟通的方法有哪些

当然，沟通的方法有很多，市面上有关沟通的书也很多，

但是笔者认为亲子间的沟通有它的独特性，跟商业界的沟通肯

定不同，跟成人间的沟通也不同，而且跟不同年龄孩子的沟通

也不同，在这里跟各位父母分享的是最普遍的也一定是最简单

易操作的方法。

1. 尽量尊重孩子的选择

不管他是多大年龄，尽量地尊重他的选择。尤其是非原则性

问题，尽量让孩子自己做选择。选择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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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机会，父母太多的包办代替，实际上是在剥夺孩子成长的

机会。

一个孩子说，我要换个发型。行啊，你换吧！只有一个条件，

只要你的发型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就行。其实孩子自己心里是很有

数的：只要我的发型是学校能够认可的就行，以前老是平头，我

现在留得稍稍长一些。就怕什么呢？就怕孩子留的发型是父母不

喜欢的，父母会去指导教育一番，我认为这叫干涉。

女孩子上街买衣服，她要买这个，要买那个，给她充分的选

择自由，那是不是奇装异服？价格会不会合适？质地如何？父母

稍微帮着把握一下就行了，尽量让她自己选择。其实在这个选择

的过程当中，她在学习如何做正确的选择。但这个学习的过程是

以孩子为主角的，而父母们习惯于教导而缺少引导，孩子依然会

认为你在干涉她的选择。

2. 该认错时就认错

这是平等沟通的体现之一。这在沟通中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应邀去学校办讲座，通常我会早到。只要有孩子们在

校院里玩儿，我就会走过去跟孩子们一起玩儿。我曾经问过孩子

们很多他们与父母间的故事。我曾经问：父母在什么时候最受欢

迎啊？说什么的都有，小学低年龄段的孩子会说父母微笑的时候、

父母表扬我的时候、不催我写作业的时候，还有的调皮鬼说是当

父母给零花钱的时候，等等。小学高年龄段的孩子也说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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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结了两条核心思想。

父母在什么时候最受我们欢迎呢？

第一条，当爸爸妈妈把他们也变成孩子的时候最受我们

欢迎。

第二条，当爸爸妈妈向我们承认错误的时候最受我们欢迎。

这是孩子的心声。咱们着重来说一下第二条。

有很多父母不愿意向孩子承认错误。我总是正确的，这种感

觉比较好，人们也比较容易适应这种感觉；向别人承认错误，这

种感觉不太妙，也比较难适应，如果是对小字辈认错就更不易了，

不舒服。所以大人们会不自觉地尽量避免此遭遇。

其实，做父母的敢于有错就认错，不仅不会降低威信反而会

让孩子更敬佩，同时也给孩子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3. 适当的解释不可少

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主动做一件事，即解释。父母经常是

下命令、下指示，不去解释为什么；父母只顾自己做事不懂得考虑

孩子的感受，所以想不起来要解释；有些事情明明跟孩子有关，却

替孩子做决定，不解释什么。尽管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要解释，

比如我们要教育低龄儿童不可以骂人，无须解释什么，照着做就行

了，因为解释也听不懂，但是，在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

直要不断地做一个工作，即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

解释对于我们大人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懂得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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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孩子不懂或不完全懂，而有很多事情我们有必要让孩子懂得、

理解。比如：

一对夫妻吵架了，孩子在旁看到了。大人们吵完就完了，没

有人对孩子做出任何解释。孩子看到了这一幕—父母的吵架。

他从中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不良信息呢？有的夫妻吵架不计其数，

孩子收到的不良信息也不计其数；或者不良信息并不多，但一次

次吵架就是一次次强化，这个强化就是对孩子的负面影响的不断

强化，伤害有多少、有多深恐怕是父母们难以知晓的。

父母应给孩子的解释：

（1）吵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2）我们只是想解决问题，也不想吵架，只是有时控制不住；

（3）这是我们大人沟通上出现了困难，而且，是一时的困难；

（4）这完全是两个大人间出现了状况，跟第三个人没有关系，

包括你；

（5）我们会努力改善的。

有一对夫妻分居了，却不对孩子做任何解释。你以为孩子会

没有想法吗？孩子只能跟着一方生活了，总看不到另一方，他得

不到很好的解释。有的父母甚至编出一些瞎话来哄孩子。孩子一

定能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没有欢声笑语了，同学当中有父母离婚

的，我的爸妈是不是也要离婚？他们为什么要离婚，是因为我不

好老惹他们生气吗？我该怎么办呢？孩子的不安全感随之而来，

心情很糟糕，他的身心健康、学习成绩肯定会受到影响。分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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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我们做一些解释是为了减少这种不良

影响的破坏力。

父母应给孩子的解释：

（1）我和妈妈（爸爸）要分开住一段时间，有些事情要独自

想一想；

（2）我们会想着你，会经常看望你的；

（3）你是我们最亲爱的宝贝，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这是我们俩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都很爱你。

4. 孩子有权参政

参什么政？当然是家庭管理的政啊！比方说三口之家，三个

人都是这个家庭的主人。但这个主人现在更多的显示是妈妈或爸

爸，所有这个家庭的决策都由他们两个来做，孩子只有依从。

应该尽量让孩子参与一些家庭事务的决策，父母要有这种意识，

这是很利于双方的平等的。其实，沟通的平等不是嘴上的平等，说

说而已，最重要是心灵深处的平等。心灵深处平等了，说出来的话

自然是平等的；心灵深处不平等，说出来的话肯定也会不平等。

孩子房间里物品怎样摆设，听听他的意见，甚至可以按照他

的意见摆设，如果摆放得不合理，他自己感觉到不方便，自己就

会改过来的，比如他觉得台灯放在右手边好看，因为旁边有花瓶，

可实际在写作业时会发现，光线从右边打来，右手写字时正好会

有阴影，还是放在左边好，像这种非原则性的问题就让孩子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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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人们总是恨不得把所有正确的东西全部教给孩子，不希望

孩子再去走弯路，于是我们总是去指导、去教导、去说服，恰恰

这是孩子很烦我们的地方。

总之，只要孩子能够参与的事情都可以听听他的意见，这样

做的好处有很多，也极其重要：

（1）哪怕他的意见不合理，他也在你的解释中成长了；

（2）哪怕他的建议不合理，最起码他懂得他是家庭的小主人；

（3）孩子会主动去关心、关注他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了，有助

于孩子远离自私；

（4）一个孩子有主见，能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5）参与决策的过程是亲子之间互动的过程，这正是孩子建

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模拟学习；

（6）一个孩子的大气、一个孩子的责任心等优良品质就是在

这种润物细无声中培养起来的。

5. 不要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我在接触中，经常听到父母叹息的声音，经常看到父母那失

望的眼神。他们太希望孩子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优秀，你看人家

邻居的小孩如何如何。我们应该对孩子充满希望，但这个希望是

建立在自家孩子能力素质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社会上、学

校里、年级里、班级里那些最优秀的孩子身上。

有的孩子的成绩很稳定，总是在前几名，自己的孩子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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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家能，咱也应该能。立个志向，咱必须考上重点。加班加

点，周末不休息。孩子说太累了，想早点睡，父母会心疼地说：

孩子，你知道吗？在你睡觉的时候，有多少孩子都在学啊，你一

放松，全省不知有多少孩子就超过你了，高考时人家比你多一分，

你的排名可能就要倒退几百名、几千名啊⋯⋯

让孩子跟自己比而不是跟别人比，更不是跟那些高得够不着

的孩子比。有多少父母叹息：那些省心的孩子、那些能考第一名

的孩子怎么没生在我们家。

这样的思索没有正面意义，正确的想法应该是：

（1）我很在乎孩子是否有上进心，是否在快乐地努力；

（2）我为保护孩子的上进心能做些什么；

（3）启发、鼓励孩子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把上进心发挥到

极致；

（4）呵护孩子永远有上进心、进取心，永远有“追求”之心；

（5）让孩子具有积极、合理的心态，是一生幸福的保证。但

父母必须有意识让自己也这么做，才会有效果！

如果父母太希望孩子成为某人的孩子那样，就免不了会给孩

子一些压力，会给他一些不公正的指示，过多地考虑到自己的意

愿，甚至拔苗助长，这个时候不平等沟通就镶嵌在这些过程中。

6. 适当的惩罚是需要的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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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惩罚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通常，走两个极端的父母比较

多，一个极端是从不惩罚孩子，娇生惯养，溺爱到底，其结果就

是如今的“啃老族”；另一个极端是不打不成器，超严格管理，

不当的惩罚中给孩子带来了诸多心灵上的伤害。惩罚可以，但是

怎么惩罚是很有讲究的。

独生子女，有意无意就娇惯了，家教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父母没有教会孩子什么叫孝顺，什么叫尊重长辈，跟大人说

话没大没小的，不知道心疼老人，他们常说的话有：

你们挣钱干啥用呀，不就是给我花的吗？

你就该给我洗衣服，谁让你是我妈呢！

今天做的饭一点都不好吃，我不吃了！

我就不去，就不去，气死你！

如果我们辛辛苦苦养孩子，他却一点都不懂得孝顺，我想这

一定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教育的方法有很多，惩罚，是其中之一。

很多父母的惩罚方法只是图一时解气，但你会发现这样做其实效

果并不佳，孩子或许根本没改，或许只改了一时，或许变本加厉

愈演愈烈。

惩罚时要遵循以下规则：

（1）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教训时就教训，一味的溺爱是不可

取的；

（2）惩罚要适度，以不给孩子带来心理伤害为前提；

（3）以父母与孩子共同讨论惩罚的内容和方法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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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母要谨慎使用惩罚，不主张打孩子；

（5）父母要以身作则，让孩子有好的学习榜样。

我们可以对孩子说：你做得实在是太荒唐了，是错误的，为

了让你记住以后不许这样做，你必须接受惩罚。让孩子知道自己

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什么样的事能做，什么样

的事不能做，要懂得做孩子的规矩。

7. 多给孩子一些照顾父母的机会

孩子小的时候自然是我们照顾得多，他慢慢长大后，自己照

顾自己的能力也强了，再后来他也要学着父母照顾他的样子来关

照父母了，这些都是成长所必需的。

一个妈妈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张老师，我女儿12岁，有

一次，她给我做了一天的饭，不让我动，就因为那天是我的

生日。当时她够不着炉台，就站在凳子上给我炒菜做饭，我

觉得那一天我特别幸福，女儿用她这样的行动给我庆祝生日，

给我制造了感动，我特别特别幸福！于是我就在想，日常生

活当中我应经常给女儿创造激动和幸福的感觉。现在女儿有

能力、有本事为我创造幸福的感觉了，我觉得太好了，太珍

贵了！从那以后，我经常创造一些机会让我的女儿为我创造

幸福的感觉，我们都知道为对方创造幸福，这样的感觉真好，

我的女儿也变得非常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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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懂得照顾他人了，正是他在长大，父母应该呵护并继

续给孩子制造这样的机会，在这期间父母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父母要懂得示弱，给孩子一次强大的机会；

（2）让孩子做的是他力所能及的；

（3）接受爱是一种能力，施爱也是一种能力；

（4）别忘了及时表扬孩子的做法。

其实，早在幼年时期，孩子就愿意帮助父母做事，只是父母

不以为那叫帮忙而叫添乱。要给他一些机会，让他知道，我们之

间是平等的，有我关照你的时候，也有你关照我的时候；当我需

要你的时候，你就来帮我，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来帮你。

平等沟通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不管孩子的年龄有多

小，父母都要拥有强烈的平等概念，有了这样的概念，父母在说

话时才不会盛气凌人；在辅导时才会注重孩子内心的感受；在倾

听时才会显现专注的神情；相处时才会不断地自省自身的问题；

也才有可能成为孩子的长者+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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