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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普通上班族，也是两个孩
子的爸爸，虽工作很忙，但从未缺
席孩子的成长，尽心尽责。一般情
况下，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我都能应付自如。但是，由
于个人成长经历所致，我一直克服
不了害怕老师的心理，一旦被孩子
老师约谈，即便是正常的沟通我也
会紧张，如果孩子的问题比较大，
我就更不知所措，既不知如何面对
老师，也不知道该如何配合老师。
我这情况正常吗？如何正确面对
被老师请家长呢？ 一鸣

Q:

陈艳，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心理

咨询师，三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

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师，著

有《教养孩子的21个怎么办》等书，参与

编著《家校共育服务指导师培训手册》

《三宽家长教程》等。

A:
一鸣，你好！

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有过被老
师“请”的经历，接到老师的电话，心
理素质再好的职场强人心里也不免
发慌，担心自己应对不当会僵化和
老师的关系，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处
境。但是，通常情况下，只要见老师
前做好准备，见面时有效沟通，约谈
后积极配合老师，家长就能与老师
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提前做好准备

老师请家长的原因一般有两
个：一是孩子表现优秀突出，一是孩
子违规犯错。如果是前者，皆大欢
喜；如果是后者、忐忑难安。这就需
要家长见老师前保持平和的情绪。

不打骂、训斥孩子。老师请家长，孩子内心是
害怕、恐慌、疑惑的，有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时最需
要家长的理解与信任。家长表达信任有两种方式：
一是肯定孩子的表现，可以对孩子说：“爸妈知道你
一直是个好孩子，你愿意和我们讲讲最近发生了什
么事吗？”二是肯定孩子的良好品质：“你一直是个
勇敢的、勇于承担责任的孩子。”孩子犯错是正常现
象，家长正确的做法是不把自己的紧张情绪和压力
传递给孩子，更不要用“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这
样的话恐吓孩子。

见老师前家长要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与
老师见面前家长向孩子了解最近在学校的表现和
被请家长的可能原因。和孩子沟通的原则是不批
评、不指责，只了解事实。另外，在见老师前，家长
要明确此行的目标：做什么可以促进师生关系？
做什么可以促进孩子成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心里有了底气，多半就不紧张了。

见面时与老师有效沟通

沟通的基础是善于倾听。通过倾听了解孩子
在学校的表现，发现老师对孩子的期待。比如，老
师说“孩子上课总和同学说话”，说明老师希望孩
子上课专心听讲。对此，家长应表达对老师的理
解与感谢，反思自己在教育中的不足。家长要抓
住机会，向老师介绍孩子的性格、喜好、优缺点等，
让老师从多个角度了解孩子，帮助老师更好地分
析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

解决孩子的问题是家长和老师共同的目标，沟
通的作用是及时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家长
要坦诚与老师分享自己的想法。注意，沟通不等于
迎合，更不能盲目袒护孩子。例如，一个三年级的女
孩近期上课走神，作业出错。老师经过与家长沟通
得知，孩子表现不好是因为偷拿了家里的钱被奶奶
发现后告诉了亲戚，孩子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心事重
重。孩子拿钱是因为她在学校没朋友，想买零食分
给同学以求被接纳。通过沟通，老师发现了导致女
孩问题的真正原因，帮孩子找到了新伙伴，也使孩子
顺利走出偷拿家里钱的阴霾。

见老师后主动配合积极行动

家长面对发现的问题，回家后一要合理看待
孩子的错误，二要正面表达。

对孩子表达需要技巧，先肯定孩子，转达老师
表扬孩子的话。然后，再告诉孩子老师对他的期
望。切忌以老师的名义吓唬孩子，或在孩子面前
抱怨老师。要看到孩子成长中的希望，客观对待
孩子成长中的问题。

总之，被老师约请，是家长与老师、孩子相互
了解的机会，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契机，家长既要对
老师表示尊重，又要表现得不卑不亢。相信你以
平静的情绪、智慧的方式、真诚的话语与老师交
流，一定能达到较好的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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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怎样做孩子敢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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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黎莉：让每位学生感受英语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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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与之建立良好的
亲子关系是父母的愿望，但令很多父母困惑
的是，孩子在幼儿园或学校被同学欺负、在学
习上遇到瓶颈考试失利或不慎做了一些不该
做的事，即便内心害怕、不安、痛苦、无措，却
宁可自己扛着、憋着，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向父母求助，不敢跟父母
说真话、表达自己的想法。父母因此很难走
进孩子的内心，对孩子的教育不容易奏效，对
孩子的期待也不容易实现。

孩子为何不敢吐露心声

孩子之所以不敢对父母吐露心声，往往
是因为惧怕或不信任父母导致的。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钱志亮认为，孩子遇事
选择回避而不是主动对父母坦诚相告，主要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害怕被父母批评指责。如果孩子
闯祸、做了不该做的事，或总是把大人的话当
耳旁风而惹麻烦，父母习惯于对孩子怒吼、咆
哮、严厉指责甚至打骂，孩子看到父母凶狠的
目光，听到父母厌烦的话语并受到严厉责罚，
他们会很害怕，同时，从父母的态度中感受到
自己被嫌弃、不被爱。他们渐渐地把犯错和
羞耻感挂钩，导致孩子犯错后的第一反应是：

“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撒谎、隐瞒、逃避，就
成了孩子犯错后的惯用对策。

二是对父母失望。人想要倾诉痛苦和脆
弱时，需要一个包容的环境。当孩子跟父母
说出自己遇到的困难、心事，却得不到内心所
期盼的帮助、安慰或积极回应，孩子会认为就
算告诉父母，他们也不会和自己站在一起。
比如淘气的孩子又一次摔破膝盖，家长一边
处理伤口一边恶狠狠地说：“说过多少次了，
别在路上跟同学打打闹闹，你就是不听。摔
破了活该，看你长不长记性？”孩子不懂得父
母的刀子嘴豆腐心，会因父母冰冷的语言、愤
怒的表情、粗暴的态度内心很受伤、很无助，
并开始质疑父母对自己的爱，以后再遇到类
似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父母知道。

三是有的孩子避免父母对自己担心、失
望而报喜不报忧。比如，有的孩子在学习上
遇到困难，觉得告诉父母既解决不了问题，还
会引起父母的焦虑、唠叨、唉声叹气，不如选
择延迟学习时间、上网找答案等方法尝试自
己解决；或者在放学的路上被同学欺负，害怕
父母得知后刻意安排每天接自己回家，为了
不给父母“添麻烦”而沉默隐忍。钱志亮说：

“这种‘懂事’的背后，藏着孩子的孤独和无
奈。”

这样做有助于让孩子敞开心扉

倾听 用心用情体会孩子的感受
对这样的场景家长都不陌生：孩子高兴

地和父母说学校的事、同学间的事，但因家长
的一句问话戛然而止。不可否认，绝大多数

家长有倾听孩子的意愿，孩子没有兴致说，多
半是由于父母习惯了理性地听，边听大脑边
高速运转，忙着质疑、评价、分析、解决问题。
这样的听，往往不能拉近亲子之间心与心的
距离。真正的倾听是情感的、灵性的、直觉
的，需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设身处地体会他的
心情和感受。

在倾听中除了与孩子共情，读懂孩子的
内心，理解他，父母还可以从对话中发现一些
契机适时提问：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
会这么做？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样做时，你
有什么感受……借此帮助孩子发掘自身内在
的力量。比如，孩子说他想在班会上做演讲，
分享自己的集邮心得，父母首先要夸夸他：

“哇，真不错！”接着问：“你为什么想演讲呢？”
孩子或许会说：“把自己擅长的事演示给大
家，特别过瘾，那感觉一定很爽！”对此，父母
要认同孩子的感受，肯定他，同时提示孩子需
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帮助孩子把“想要演
讲”的念头具体化，让他看到“想”的背后是如
何实施，进而把自己“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
觉”变成现实。父母这样的倾听，会创造出积
极、温暖的亲子交流情境，这也是孩子愿意说
真话的情境。

包容和接纳让孩子无须掩饰
我们常说父母要善于包容和接纳孩子，

那么，包容、接纳什么？当然更多的是孩子遇
到的困难、糟糕的事，偏于棘手的事。因此，
父母应明示或暗示孩子，不管遇到什么事都
别怕告诉父母，爸爸妈妈会和他共同面对，给
他兜底。父母能持这样的态度，等于给了孩
子“报忧”的勇气和说真话的底气。

钱志亮说：“平时，父母对待孩子的错误
要更包容，如果家长总表现得怒不可遏，就会
强化孩子对父母发怒的恐惧，孩子以后做事
就更不敢寻求家长的帮助。只要大人合理引
导，孩子每一次犯错后都能得到经验或教训，
这些经验或教训最终变成孩子成长的养分。
父母的理解和友善，能让孩子从错误中学会
成长。关心孩子时，也不要说反话、言不由衷
的狠话，爱的语言如果用错了，孩子是感受不
到的。”

包容和接纳孩子的另一层意思是包容
和接纳孩子的不良情绪。在北京师范大学儿
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边玉芳看来：

“家庭成员之间要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注重
积极家庭情绪的表露。家庭情绪表露是指家
庭成员间口头或非口头化的情绪表达风格，
家庭情绪表露的氛围直接影响着家庭每个成
员的心理状态。营造良好的家庭情绪氛围，

父母要有‘高接纳性’，无条件接纳孩子的所
有情绪，既要接受孩子的积极情绪，更要包容
孩子的消极情绪。要有‘高反馈性’，对孩子
的情绪给予共情并做出反应，从孩子的角度
理解孩子的情绪以及情绪产生的原因，帮助
孩子调节消极情绪；要有‘高预测性’，学会合
理地表达情绪、调节情绪，让孩子熟悉父母的
情绪表达方式，从而获得安全感。”

一个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情绪的人，并非
是从来不发脾气的人，而是在童年期体验过
各种不良情绪，经历了发泄并调整自己的负
面情绪，最终达到情绪稳定的人，在这个过程
中，他们得到了父母的合理引导，学会了积极
沟通，在经历了多次情绪失控、调整、冷静、恢
复平静后，逐步提升了管控情绪的能力。孩
子有了这些能力，自然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情
绪、说出真心话。

和孩子建立信任关系
父母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孩子才会

信任父母，遇到任何事情在第一时间想告诉
父母。这样的亲子关系是良性的，也为孩子
日后建立其他社会关系打下良性的基础。

通常，孩子学龄前父母要及时满足儿童
的生理和心理需要，比如，每次分别和见面都
有拥抱和亲脸的仪式、外出回来带给孩子好
吃的、好玩的，说话语气亲切，温柔地对待孩
子。多陪伴、多关注，给予足够的耐心，随时
肯定和夸奖，不过于苛刻和批评孩子，使之感
受到父母的爱和安全感。家长有做得不好的
地方，主动承认并向孩子道歉，让孩子觉得父
母是真诚的人，从而建立起亲子间的信任关
系，孩子会很放松，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小学生的信任和安全感来自被尊重。
父母应信守承诺，有诺必行。亲子间坦诚交
流，不随意贬低孩子，保护孩子的隐私和小秘
密，不让孩子难堪。与孩子谈论棘手的问题
时，尽量使用“咱们可不可以……”“如果
……效果会不会更好？”“有没有另外一种可
能，咱们……”等建设性的话语方式。在特定
的时候给孩子建议和指导，不过于强硬，让孩
子感到被尊重和重视。

青春期孩子的安全感来自适当的自主
权，父母要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和空间，不偷
看孩子的日记或邮件，不翻看手机，不对其交
友随意干预。父母避免唠叨，沟通时简明扼
要，点到为止，孩子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信
任和尊重，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有话
愿意跟父母说。另外，想让孩子轻松说出心
里话，父母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文字能
很好地表达情感，拉近亲子间的距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韩嫣然

“云和雨之间有什么
奥秘？”“什么是小小食物
链？”近日，深圳市龙岗区
妇联“冬日暖阳 拾趣自
然”自然美育系列活动顺
利结营。课堂上，讲师以
知识学习、视频观看、趣味
实验、环保手工创作等形
式，带领孩子们深入探索
自然界的奥秘，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培养环保
意识。龙岗区妇联还通过
自然美育、心理减压、绘本
阅读等活动，帮助家长强
化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科
学合理安排儿童学习生
活，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
生活学习习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
假，儿童托管、科创教育、
运动健康、非遗文化……
深圳市妇联联动各区妇联
推出了“阳光行动”寒假儿
童关爱系列活动。8个特
色儿童寒假托管营、24堂
儿童 TEAM 教育课、近
300场儿童特色活动丰富
了孩子们的生活。

罗湖区大望社区校家
社协同育人项目开启。大
望社区党委与省市一些重
点园区建立常态化研学共
建关系，开展“实践出真知”
研学活动，开办儿童跳蚤市
场，开展志愿服务。大望学
校学生、儿童议事会员谭晨
馨说：“寒假我参加了观影、
作业辅导等活动，社工哥哥
姐姐们是我的偶像，我受到
过他们的帮助，也希望回报
社会。”

南山区妇联在沙河街
道开展第二届“小小科学

家·运动之星”科技体育冬令营，设置安
全教育体适能活动、科普实地探索实践
活动、科技课堂活动，累计服务1800人
次。在蔚蓝海岸社区，开展“VR体验儿
童居家安全教育”主题活动，让儿童及
家长了解家中造成伤害的危险因素，提
高保护意识。

龙华区妇联开展的龙华区古建筑
非遗美育亲子营”项目先后到清华、富
康等社区开展了多场“建筑史+亲子
手作”非遗美育活动，与200个亲子家
庭共同经历了一场“非遗闹春”之旅。

区域传真传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 花莉敏 吴良辉

她是一位平凡却不平庸的教育工作
者，一直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从教30年，
积极改进英语教学，带动了一方英语学科
的发展。她就是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华罗
庚实验学校滨湖分校副校长邓黎莉。

立志要当一名有情怀的老师

“我从小就想当老师，1993年从常州
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曾就读的村
小任教，能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邓黎莉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当教师的那一刻起
她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名有情怀的老
师，在三尺讲台上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任教之初，破旧的校舍、紧缺的师资、比
自己还要高的荒草，让她不免失落。但看到
孩子们纯真的眼神，邓黎莉仿佛看到了多年
前的自己。她决心回馈哺育自己长大的乡
村，助力母校，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

谈起与英语教学的缘分，邓黎莉回忆
道：“我工作的第二年学校需要一位英语教
师，可是，村小教师对外语了解甚少，没有
人报名，于是我主动提出承担两个班的英
语教学工作。”

英语教学对她来说是一片全新的领
域，尤其是口语和听力。邓黎莉边自学边
自费参加南京师范大学英语进修班，全力

以赴提升英语教学能力。“我坚信，喜爱可
抵万难，传授知识，自己先得有足够的知识
储备。”功夫不负有心人。邓黎莉在自学大
专、本科的过程中，积累了扎实的学科素
养，为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创建“灵动英语教学”模式

“小邓老师，今天的课我给你评优秀，
但教学不能生搬硬套，要灵活……”一次公
开课后，听课专家就课堂教学婉转地给她
提出了建议。邓黎莉有醍醐灌顶之感，她
意识到，就像蚕，吃进去的是桑叶吐出来的
是丝，教师要把每一个“吐丝的过程”内化，
深入浅出地讲解知识点，朴实中见精华，拒
绝“花架子”。她决心打破壁垒，实施课改，
创建“灵动英语教学”模式，让课堂气氛活
跃起来，让每个学生对英语课都感兴趣。

“此后，我一直琢磨如何让学生在英语
课上找到乐趣。”邓黎莉告诉记者，在创新
英语教学过程中，她意识到，培养孩子的学
习热情很重要。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doll?
She is beatiful/nice/lovey/cute.

“请四个人一组，来介绍可爱的娃娃
吧……”在一堂英语课上，邓黎莉用比赛
的方式激发孩子们表达的欲望。类似的
方法还有，在课前用英文歌曲点燃孩子们
学习的热情等，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阅
读绘本时，她循循善诱，引导学生看图理
解文本，以开放性的问题启发学生用英语

思维，多元回答，感悟绘本传递的内涵。
“我特别喜欢英语，每节课我都觉得很

好玩、很有意思。”学生杨可馨说。“我很喜
欢邓老师，她的课有趣，经常和我们一起做
游戏。”学生孙昱阳在一旁插嘴道。“看到孩
子们沉浸于英语拓展阅读中，我非常开
心。”邓黎莉说。

2008年以来，邓黎莉开始在农村学校
组建英语团队，她先后与金坛区尧塘小学、
建昌小学、河头小学等学校英语教研组结
对，鼓励教师发展多样教学技能，参加口语
训练、英语等级考试等各类培训；先后领衔

“江苏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江苏省乡
村学带教师培育站”，参与“优秀教师城乡
牵手行动”，帮助薄弱农村学校的学科教学
走出困境，提高青年骨干教师英语教学水
平，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获得江苏省特级教师荣誉后，有多所
学校向邓黎莉抛出橄榄枝，都被她拒绝
了。她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要有情怀，
更要知恩图报，乡村教育培养了她，成就了
她，她会倾其所学，带动更多老师助力金坛
英语学科的发展。

用爱温暖学生，浸润学生

如今，身为副校长的邓黎莉更忙了，但
仍坚持每周听课，掌握教学管理的第一手
资料。在她眼里，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只有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爱同事如家人，才能
凝聚人心，更好地促进学校和谐发展。

校门口有一低洼处，下雨天容易积
水。站门岗时，邓黎莉撑着伞站在水洼中
指挥学生绕开走，并联系施工人员，排除可
能给学生出行造成的隐患。女教师在职业
定位、新手妈妈、妻子女儿等诸多角色转换
中找不到平衡点，邓黎莉及时开导，鼓励她
们多倾诉，多热爱，多坚持，手把手教她们
写论文，申报课题，让她们更好地投入到教
学中，用爱温暖学生，浸润学生。

“邓老师对你有个要求，下星期你能不
能一周只哭一次，如果你做到了，老师就奖
励你吃巧克力。”一年级的小硕同学是个

“爱哭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邓黎莉主动
和小硕同学达成“约定”。一个月下来，小
硕的哭声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他灿烂
的笑脸。

金坛区教育局副局长张五芳这样评价
她：“邓黎莉不仅为人谦和，管理有方，更让
同行佩服的是她的‘钻’，零基础英语学习，
坚持，有韧劲儿，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域，
还做出了特色，是我们区域教学的新样板。”

邓黎莉，江苏省
特级教师、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常州市名
师工作室领衔人，曾
获“中国课改杰出教
师”等称号。现任江
苏省金坛区华罗庚
实验学校滨湖分校
副校长。在小学英
语教学方面有较深
的研究和丰富的实
践，出版专著《灵动
英语：语之灵与思之
动》《基于小学英语
关键能力1+X课程
建设的实践》。

人物名片人物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