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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诺

生于上海，成长于北方，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

业，曾在德国大学进修，有德语口译、德资企业和国企工

作经历。自女儿出生后，潜心学习儿童教育学、心理学，

2009年开育儿博客至今，关注人气超过3万。

经常在公共场所听到大人数落孩子，搞得孩子无地自容。细细听

来，并没什么大事，只是孩子没有顺着爸爸妈妈的心意而已。我想这

时候孩子听到更多的，是大人情绪的发泄，而未必知道自己到底错在

哪里以及今后该如何改善。      

这令我想起几年前女儿在上海现代儿童美术馆上课，薛老师叫

了几个小朋友到台上表演节目，没有一个愿意的，后来叫到女儿，她

也不肯。我批评她不肯配合老师。薛老师听到我的话就说，他既然

叫孩子们表演，就做好了两手准备。所以孩子们不肯上来表演，他

不会生气的，家长不要为了这种事批评孩子。确实，这么小的事家长

也批评，孩子犯了大错家长也批评孩子，久而久之孩子就分不清孰

重孰轻了。

由此可见，父母对孩子的有些批评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必要的。

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批评，只是因为孩子的做法没有满足父母的

期望而已。

当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批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有效的批评能够帮助孩子改正缺点和错误。而如果批评不得当，则常

常事与愿违，导致教育失败。

那么，父母在批评孩子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第一，要考虑批评的建设性和可操作性。批评孩子的出发点和目

的都是为了帮助孩子改善行为，而不仅仅是指出问题所在。有技巧的

批评关注的，是个人的行为以及日后改善的可能性。

第二，父母在批评孩子时，情绪一定要平静，不能在气头上去横

加指责。批评要就事论事，不能翻老账，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带着情

绪批评孩子，孩子是不会服气的。

第三，批评孩子一定要注意场合、分寸。其实，批评应该在私下

进行，要委婉。尤其是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在外人面前最要面

子了。

第四，批评应该以“三明治”的方式进行，先赞美孩子做得好的

方面，再对孩子做得不好的方面提出期望，最后对孩子表达鼓励或信

任。这样的批评效果会比较好。

在生活中，父母要多去发现孩子的进步。当孩子有哪怕一点点进

步时，都要对孩子的积极行为进行肯定，这种正面强化的做法无疑比

批评的效果来得更好。

第五，批评时切忌唠叨和讲大道理。有的家长教育孩子的效果很

一般，倒不在于其对孩子进行了过分的严厉批评，甚至他们从不狠狠

地批评孩子，只是不停地唠叨和讲大道理。

教育学者尹建莉说:“称得上‘唠叨’的，是那些随口而出的、不

断重复的、总给人带来负面情绪的话语，既没用又不中听。我们会观

察到一种现象，一个人在什么事上被唠叨得越多，往往这方面做得越

差。”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从讲道理到接受道理，中间的距离可能很

远。一个人能否接纳别人的观点，首先取决于情绪，其次取决于对方

的行为，最后才是对方的语言。

由此可见，唠叨和讲大道理对孩子是没有用的。

尽管如此，要父母改掉唠叨和讲大道理的恶习还是有相当难度

的。父母之所以会陷入唠叨和讲大道理的怪圈中，正是由于父母的无

能为力。

比如，不少父母不停地给孩子讲学习好的重要性，唠叨孩子不努

力学习、在做题上反复犯错，却没有从行动上给予孩子切实有效的帮

助。

教育学者杨杰对此是这样分析的：家长看到孩子反复犯错，被失

望和挫败感包围着，如果不想直面自己的情绪，不想寻找解决办法，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反过来指责孩子：“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

用心？”而这种指责本身，给孩子内心带来挫败、沮丧、愤怒、愧疚等

各种负面情绪，而这些糟糕的感受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极大地削弱

了孩子的学习能力。

其实，父母是通过唠叨和讲道理的方式，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孩子

身上。这样做，能真正帮助到孩子才怪呢！

上述这些批评的要点，都是为了孩子能更好地接受批评、改正缺

点。希望父母们能克服自身弱点，学习有效批评的方法，多用积极正

向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对孩子批评教育时能做到三思而后行，用最有

效的方式去帮助孩子。

注意批评孩子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