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儿童节亲子之间互相打分，父母眼中“不完美小孩”和孩子眼中“满分父母”形成对比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对孩子来说，这是一年中只属于他们

的“大日子”，而对父母来说，除了向孩子表达满满爱意，或许更应该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亲子关系。

最近， 一段亲子间互相打分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刷屏， 大致内容

是：多数父母提及孩子的表现，总是摇头叹气，回忆起孩子调皮的细

节时甚至心酸落泪。 让父母给孩子打分，满分 10分，得分最高的孩子只

有 8分。而当镜头切换到孩子这边，让幼儿给自己的父母打分，大部分都

打出满分。为什么父母看到的永远是“不完美小孩”，但在幼儿眼中，父母

却近乎“完美”？ 这背后折射出的亲子关系“剪刀差”是怎么回事？

儿童心理学专家陈默对这段视频的解读是：很多家长总是以功利

的期待，期盼孩子过得更好，焦虑心作祟之下，总盯着孩子的短板。而幼

儿眼中的父母，却宛如超人般无所不能，感觉到自己被强烈保护着。

孩子的打分，其实是给父母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家长

要知道：你的孩子其实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亲子关系的“剪刀差”，就藏在儿童节礼
物的选择中？

节日来临之际， 不少父母都在网上晒出了亲子间的对话， 很多

时候， 让人啼笑皆非。 比如， 有的父母费尽心思， 提前切入过节模

式， 给孩子安排了一整天的节目， 无奈孩子最后表达的心声是： 只

想和小伙伴联机打一场游戏， 吃一顿快餐。 记者在近日的走访、 调查

中也发现， 不少父母为孩子准备的儿童节礼物， 与孩子内心期盼的礼

物有着 “天壤之别”。 不少父母选礼物考虑的是功能， 最好能 “开发智

力” “拓展思维”。 可孩子心中的最佳礼物， 标准就四个字： “让我开

心！” “爸爸妈妈别玩手机， 陪我一天就好了。” 接受采访时， 一位小

学生如此作答。

“爱的前提是理解和尊重。” 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

首席专家、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云晓的看法， 在不少家庭， 亲子

关系的 “剪刀差”， 从儿童节礼物的选择上可窥见一斑。 很多父母总是

打着 “为了你好” 的旗号对孩子提出诸多要求， 愿意为孩子做各种

“牺牲” 的家长更是不少， 但亲子关系却捉襟见肘。 孙云晓说， 很多家

长都犯了一个毛病： 忽视孩子的感受和体验， 这也是亲子关系 “剪刀

差” 形成的症结所在。

疫情期间陪孩子的时间多了，亲子关系
却“火星”点点？

今年由于疫情， 不少家庭亲子相处的时光显然多了。 然而不少

家长吐露心声： 陪孩子时间越长， 亲子关系反而越疏远。 如何抓住

儿童节， 修补一下时而会冒着 “火星” 的亲子关系？ 陈默说， 特殊

时期， 家庭不仅是生活的场所， 也变成了孩子们学习的阵地。 很多

家长认为， 陪伴就是在一起。 父母们在家庭中任劳任怨， 围着孩子

做好每一天生活和学习的 “服务”， 殊不知， 自己却成为了孩子眼

中的 “监工”。

家长的陪伴要适当、 适度， 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上海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郁琴芳提醒家长， 陪

伴孩子需要用 “心”， 不仅仅要 “共事”， 更重要的是 “共情”。 尤其

目前出于健康的考虑， 很多时候孩子仍然宅在家里。 这时父母的陪伴

不仅仅是照顾好孩子的日常起居， 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学习之外的情

绪、 情感状态。

“父母和孩子之间良好的情感互动、 情感交流， 才是真正家庭

幸福之根本。 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去感知世界， 但需要了解、 理解孩

子的精神世界， 在一起做事情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体谅、 相互尊重和

相互扶持的家庭和谐。” 郁琴芳说。

孩子在逐渐成长，家长的亲子沟通能力
也要不断升级

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保持“共情”？这确实是不少父母需要补上

的家庭教育一课。

陈默表示，好的沟通首先需要表达对另一方情绪的理解。 比如，

和低龄儿童沟通时，家长首先要让孩子感受到强烈的保护感，不管孩

子提出什么问题，都要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上来

就‘指点江山’，指示孩子应该怎么做。 ”而与青少年沟通时，家长更需要让

孩子感觉到被尊重，双方对话建立在彼此尊重、理解的基础上。 和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沟通，父母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陈默建议，在和 0-3

岁孩子沟通时，说话时不妨夸张一些，音调适当提高、语速放慢；而与

3-6 岁孩子沟通时，则要避免多次重复说话。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

母也要不断学习，可通过阅读书籍提升育儿能力，促进亲子交流。 ”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主任陈小文提醒，亲子交流过程中，比起学

习成绩，家长应更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心理的变化。尤其是青春期

的孩子，他们开始全面地进行自我探索，内心世界日益丰富敏感。“要

让孩子觉得，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父母也可以理解，要懂得俯下身子跟

孩子对话。 要让孩子相信：任何时候，父母都是孩子最忠实的伙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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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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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孩，你好！

今年，你几岁？是不是刚
刚进入校园？ 学校里有漂亮
的教学楼，镶着跑道的操场，

音乐教室里摆满了各种有趣
的乐器，你带着兴奋、雀跃的
心情， 终于可以和小伙伴见
面了！ 可是， 怎么刚开始上
课， 你就拿出了妈妈新买的
铅笔， 那块橡皮已经被你戳
戳点点，没了样子？怎么老师
讲了什么都没有听进去？ 发
下来的练习册， 不是少写了
一个字，就是题目漏了做？体
育课上老师要你跳短绳，你
一直很苦恼， 腿和绳子是不
是有仇，总是互相牵绊，分也
分不开？回家作业，怎么做着
做着天就黑了， 本子上的字
却还是那几个？

如果是这样， 推荐你玩
个小游戏———《舒尔特方
格》， 看看你能玩到什么水
平。 什么， 这个很难？ 那不
妨让妈妈带着你一起寻求一
些心理帮助 ， 做一些小测
试， 一起找找原因， 我们会
帮着你一起好好学习、 开心
地长大。

今年，你几岁？是不是快
要小学毕业， 即将踏入初中
的新校园？今年的毕业班，有
那么一点点遗憾，毕业照、毕
业聚餐、毕业旅行，都被简化
再简化。 你的眼里或许有很
多的不舍， 因为有的朋友要
去其他学校学习， 有的甚至
要离开上海。 想哭可以哭出
来，不必藏在心里。不过人生
的路，还很长很长，五年的同
学情谊一直都在那里。 暑假
里，还可以一起聚会拍照，说
说心里的小秘密。

今年，你几岁？ 不管是初一还是初二，你是不
是觉得，同学间好像都有了一点小秘密？ 或许，有
时候你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偷偷抹眼泪， 倔强地不
肯告诉爸爸妈妈， 因为你也不知道那内心翻涌起
来的感觉是什么， 而他们好像也不懂你。 “我是
谁？ ”“我要变成什么样？ ”你总是这样问自己。 其
实，只要爸爸妈妈一个拥抱、一杯饮品、一个水果，

或是一个肯定的眼神，就足矣。查看手机上的短视
频，聊着有趣的网络文化，尝试蕴含传统文化的汉
服，COSPLAY 时认真的态度，都可以是你的样子。

也可以去找你的小伙伴，和他们一起踢球、运动，

把烦恼交给汗水一起挥洒。 因为你的身体发生着
变化，心理也在变化，只有孩子才会无忧无虑，有
烦恼的你已经在慢慢长大。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胃口悄悄变化，睡眠也
变得有点差，哭丧着脸，看到学习就害怕，不要忘
记，有心理老师可以帮忙。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
伤害自己，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很多。能看到
你发自内心的笑，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今年，你几岁？ 还有一个月，中考就要真的到
来。 亲爱的小孩，你真的已经长大。 中考只是一场
考试，所有的同学都是战友，爸爸妈妈也是你的盟
友，人多力量大，一起使劲儿，才会把困难简化。生
活不只有学习，还有更实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放
下偶像包袱、学霸包袱，用最自然的状态，去考试、

去做题，表现出最真实的你！

今年，你几岁？ 其实不管你有多大，你的心里
都有一个孩子，向往自由、美好，用最美的笑容温
暖着自己和这个世界。

无论你今年几岁，都祝你，儿童节快乐！

（作者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科心理科医生）

组稿编辑 唐闻佳

让孩子带着笑脸，迈好入园第一步
公办幼儿园明天开园，小“神兽”有分离焦虑怎么办？ 专家为宝爸宝妈们纾忧解难———

明天， 上海公办托幼机构将开园。 终于迎

来了小 “神兽” 们归笼的日子， 如何做好与孩

子分离的心理建设， 科学地帮助孩子做好入园

准备？ 上海市正高级教师、 上海市徐汇区乌鲁

木齐南路幼儿园园长龚敏日前做客上海市科学

育儿指导项目 ， 就如何 “迈好入园第一步 ”，

为宝爸宝妈们纾忧解难。

避免分离焦虑，家长首先要忍
住眼泪

最近 ， 不少家长已经带着问题去咨询龚

敏： 孩子一去幼儿园就哭， 貌似有严重的分离

焦虑。 这次疫情后， 孩子在家待了不少时间，

更不习惯和父母分开， 担心送园的困难大。

在龚敏看来， 孩子听说要上幼儿园就哭，

这未必就是分离焦虑，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分

离焦虑。 她表示， 低龄幼儿的情绪、 情感外露

且不稳定， 极易受周围环境、 人员的影响。 教

师、 家长应共同以一个愉快的、 温馨的、 家庭

式的氛围来吸引低龄幼儿， 使幼儿逐步适应集

体生活。

想让孩子入园时不要抱着家长大腿哭， 龚

敏直言， 家长首先要忍住眼泪， 保持愉悦的心

情， 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 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 可由孩子不太依恋的家长送入园， 再由

孩子较为依恋的人接回， 形成良性循环。

在接送方式上 ， 家长不要一路抱着孩子

去幼儿园 ， 可以牵着孩子的手 ， 双方保持一

定距离。

给孩子正确的心理暗示：幼儿
园如家一般温暖可爱

每到开学日， 龚敏总能见到一些喜忧参半

的小班孩子。 问起原因， 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

致： 开学能见到小伙伴们当然很开心， 但是想

到要被老师们管， 便觉得开心大打折扣。

有趣的是， 针对同样的问题， 不少幼儿园

大班的孩子给出了另一种回答： “在家里我想

吃就吃， 想睡就睡， 在幼儿园里是不可以的。”

龚敏解读说， 大班的孩子一针见血地形容出了

家里和幼儿园的区别。 幼儿园里就是一个 “小

社会”， 需要有所约束。 “虽然家长、 孩子和

教师对幼儿园的理解有所不同 ， 但教育的初

心， 是让三者紧密联结在一起。”

为什么孩子会有来幼儿园就要被老师

“管” 的感觉？ 龚敏直言， 这与家长在家给孩

子的暗示有关。 “很多家长单纯地认为， 幼儿

园是一个代替他们管孩子的地方。 殊不知， 幼

儿园其实是一个保育和教育并重， 是充满温度

和纯真孩子笑脸的地方。 只有家长正确认识了

幼儿园， 孩子才会在入园时摆正心态。”

入园前做好心理 、物质 、能力
三方面准备

让孩子完成从家庭到学校的转变， 更好地

适应集体生活 ， 要在孩子入园前做好心理 、 物

质、 能力三方面准备。

“成人的心理准备是关键。” 龚敏表示， 家

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递给孩子， 全家应当以愉

悦的心情庆祝孩子入园。 孩子恐惧陌生环境怎么

办？ 她建议， 家长可以提前带着孩子去幼儿园附

近熟悉环境， 消除孩子的陌生感。

在物质准备方面 ， 一是提前备好替换的衣

服、 玩具且做好标记。 家长可在家通过游戏的方

式让孩子能够自主辨认自身衣物 ； 二是选择舒

适、 便于孩子运动的服装。 不要选择公主裙、 珠

串等服装饰品， 以免在运动过程中误伤孩子。

在能力培养上， 出于安全考虑， 入园前家长

需培养孩子一定运动能力 ， 保证孩子的平衡能

力， 脚步稳健； 语言方面， 孩子要学会基本的求

助语句， 比如 “老师， 请帮帮我”， 这会提高入

园后集体生活的质量； 此外， 家长应当注重培养

孩子生活的次序感和初步自理能力， 比如按照幼

儿园的时间规定一日作息时间， 培养好的作息习

惯， 在家减少喂饭次数， 让孩子自主吃饭等。

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上海14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今天是“六一”国际儿

童节，一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自今天起，由市民

政局联合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发展

改革委、市教委、市公安局等 14 个部门共同印发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困境儿童保障和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正式实施。

根据《通知》要求，本市将通过落实基本生活

保障、加强医疗和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和教育

救助等渠道，进一步加强针对困境儿童的保障。同

时，通过督促落实监护责任、强化安全保护机制、

增进日常关爱服务等方式， 进一步加强对困境儿

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

《通知 》 明确 ， 进一步完善本市困境儿童

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自 2018 年起， 上海就率

先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 为符合条

件的困境儿童每人每月发放 1800 元基本生活

费。 次年 ， 上海又将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1900 元。 在保障群体范围上， 上海的困境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对象不仅覆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还拓展增加了 “因家庭监护不当导致陷入困境”

的儿童群体。

■本报记者 张鹏 见习记者 吴金娇

■本报见习记者 吴金娇 记者 张鹏

荩在新天地装置艺术“欢

乐相聚”上玩耍的孩子。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在环球港开展的亲子运动会上，

家长与孩子一起游戏。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伊辰摄

▲孩子们在人民公园儿童游乐园享受欢乐时

光， 释放 “童心”。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茛 “小当家们” 在百年老字号南翔馒头店

学包小笼包。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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