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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孩子的心灵教练　　我是人才开发顾问，具体工作就是帮助企业、团体提高员工的能力，创造
更好的工作环境。
　　工作中，我有时会为了帮助某团体解决某个问题，在会议室聊上几个小时；有时会为了开发员工
的具体能力为他们培训；也有时会为了有效地进行指导而亲赴某个工作现场。
　　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开发人的内在潜能的重要性。
通常我们把能胜任某个工作的人称为&ldquo;人才&rdquo;，另眼相看；把不能胜任的称为&ldquo;笨
蛋&rdquo;，加以区别。
那么&ldquo;人才&rdquo;和&ldquo;笨蛋&rdquo;的差别是否原本就存在呢？
　　答案是否定的。
差别只是因为&ldquo;人才&rdquo;的能力得到了开发，而&ldquo;笨蛋&rdquo;的潜能没有被唤醒而已。
　　比如，我有一个项目叫做&ldquo;逻辑提案&rdquo;。
所谓&ldquo;逻辑提案&rdquo;，就是提倡在别人面前合乎逻辑地讲话。
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能够在大众面前发言或者一对一地讲话时，把话讲得头头是道，已经成为最重
要的能力之一。
　　培训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在第一天的培训时讲得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完全不能给人
留下任何印象。
而通过两天的强化训练以后，他讲话开始深入人心，像换了个人一样。
这就是他天赋的才能得到了发挥的结果。
　　诸如此类，我们只要具备相应的环境或合适的条件，就能充分发挥自身天赋的才能。
我把这种开发人的潜能的过程称为&ldquo;指导&rdquo;，而将提供条件、帮助开发才能的人称
做&ldquo;教练&rdquo;。
　　最初提议把这种理念应用到育儿当中是在1995年前后。
当时，我以&ldquo;心灵沟通&rdquo;作为项目名称开设了研究会，同时也在全国家长会（PTA）之类
的演讲会上宣传我的教育理念，以期开展培训活动，帮助家长成为儿童的&ldquo;心灵教练&rdquo;。
如今，小册子《心灵沟通》已经成为近万人的育儿和生活的好帮手。
　　&ldquo;心灵沟通&rdquo;注重开发孩子的&ldquo;生存能力&rdquo;，生存能力得以开发的孩子，目
光炯炯有神，生活态度积极向上。
　　另外，&ldquo;心灵沟通&rdquo;同时也注重开发父母这个&ldquo;心灵教练&rdquo;的能力。
父母学习如何做好教练，将会充实父母自己的人生。
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和父母作为教练成长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父母成长了，孩子的生存能力就会提高。
　　通过&ldquo;心灵沟通&rdquo;项目，我认识了很多父母，倾听了他们育儿中的烦恼，学习了他们
成功的育儿经验，和他们一起思索，共同成长至今。
在这里，我把其中的精华整理成册，和大家共享。
　　正是各位父母的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而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心声，孩子们欣然接纳我们为其父母，比任何人都信赖我们、爱我们。
正是他们的心声使这本书得以问世。
　　为了回报孩子们对我们的爱和信赖，也为了让我们自己能有一颗更加宽厚的心来包容孩子的一切
，让我们前进，前进，再前进。
　　&mdash;菅原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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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让男孩听进去，让女孩说出来》是日本人气教育专家菅原裕子的代表作，长期位列日本亚马逊
网站亲子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
　　菅原裕子直指独生子时代“小皇帝”、“直升机父母”等教养误区，提倡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具
备坚强的独立能力和生存能力，并提出66个提案给父母切实有效的指导。

　　同时，父母自身的成长也是同样重要的。
做父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职责，避免短视和急躁，学会与孩子心灵上的沟通，才能培养出个性独立、
能力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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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菅原裕子在亲子教育方面有独特的理解，针对“少子化时代”父母的教养难题，提供给家长多种
教养方法，被日本父母奉为教子严规。

　　1995年以来，她为家长们启动协助孩子提高生存能力的爱心工程“心灵教练”项目，热心参与日
本各地的学校、全国家长会等演讲，备受家长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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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做孩子的心灵教练 IX
第1章 父母的职责何在？

孩子的人生应该交给孩子自己。
父母只要帮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学着以自己的力量生存，蕴藏在孩子身上的智慧种子就会萌
芽、成长。

1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自立
2 作为父母，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培养孩子吗？

3 育儿应着眼未来，而不是现在
4 孩子还是婴儿时，父母是完全的“保护者”
5 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也从保护者变成了“后援团”
6 父母的“帮助”会毁掉孩子？

7 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支援”
8 “帮助”是父母的自我满足，却掠夺了孩子自己做的权利
9 父母是支援孩子、激发其潜能的教练
10 做一份适合自己的父母成绩考核表
11 教育没有“太迟”这一说
12 了解孩子的气质类型，再来好好教育
第2章 给孩子最可贵的3种能力
让我们教给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3件事吧，那就是“爱”、“责任”和“助人为乐”。
爱
13 只有爱才能让人感到自信
14 跟孩子说“都是为你好”，并不能传达你对他的爱
15 得不到父母之爱的孩子，既不会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
16 怎样向孩子表达爱
17 从今天开始，别再用禁止和命令的话语
18 “宠爱”和“溺爱”是不同的责任
19 叫孩子起床该是谁的工作？

20 孩子会从因果关系中学到很多
21 学会承担责任，孩子才不会成为受害者”
22 没有学会责任的孩子会害怕变化
23 教给孩子爱的母性，教给孩子责任的父性
24 从早上不叫孩子起床做起吧助人为乐
25 给孩子“想做”的主动性
26 用表扬来支配、教育孩子是很危险的
27 父母是在批评孩子，还是在意气用事，随意发火？

28 帮孩子建立助人为乐的善意
29 怎样才能使孩子懂得“助人为乐”
30 产生共鸣时，孩子会主动去做
第3章 让孩子幸福的“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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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家教”，既不是单纯地让孩子听父母的话，也不是把孩子培养成父母想要的“乖孩子”，而是
要教导孩子如何能和他人一起幸福地生活。

31 “家教”可不是指批评孩子
32 父母就从控制怒火开始做起吧
33 怎样生活，首先父母要明示一个“框架”
34 让孩子养成便于生活的好习惯
35 生活的框架也可以用“规则”来表现
36 父母如何努力能让框架和规则起作用
37 父母自己遵循框架生活十分重要
38 不要过分溺爱孩子
39 越说他不行，他就越不行
40 能强化孩子言行的魔法语言
41 鼓励后，需要耐心地等待
第4章 让心与心相连的聆听方式和表达方式
孩子想说的时候，只要父母不打岔，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开口。
父母想说的时候，只要变换下方式，孩子就会积极接受。

42 听孩子说，是“支援”孩子的第一步
43 我们本来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44 检测下你的“充耳不闻”
45 胁迫、责备、说教，你的台词是哪种？

46 聆听技巧1：沉默
47 聆听技巧2：重复孩子的话，打开孩子的心扉
48 聆听技巧3：这样听，才能帮孩子解决问题
49 聆听技巧4：用共情来体谅孩子的心情
50 如实接受孩子的感情和感觉
51 聆听技巧5：全身心地聆听孩子的话
52 孩子觉得没什么，父母却认为有问题，怎么办？

53 责备孩子的“你如何如何”
54 表达父母情感的“我如何如何”
55 孩子的语言能力如何全看父母的
第5章 父母幸福的话，孩子会更好
孩子幸福的第一步，就是父母自身过得幸福。
而且，父母自身的幸福，要由父母自己去创造。

从孩子那里独立
56 你喜欢你自己吗？

57 不要把孩子当做自我实现的道具
58 孩子并不要求父母完美
59 一定不要责备自己
60 致上班的各位父母—不要把工作当成育儿不利的借口
61 父亲和孩子的“心灵沟通”
62 父母有困难时，也要敞开心扉，寻求支援从父母那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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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父母无法改变，要变就变自己
64 现在，跟父母真诚地聊聊你的心情
65 和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平等相处
66 父母也能战胜他们内心的困扰，相信父母的强大吧
后记 “裂缝水桶”的故事
译后记 擦亮父母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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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父母的职责何在？
　　孩子的人生应该交给孩子自己。
父母只要帮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学着以自己的力量生存，蕴藏在孩子身上的智慧种子就会萌
芽、成长。
　　1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让孩子自立　　围绕孩子教育出现的社会问题在逐年增加。
凶杀犯罪的低龄化、自闭、厌学、欺凌弱小、家庭暴力、虐待孩子&hellip;&hellip;　　这样的问题一旦
出现，总会有人说&ldquo;现在的孩子太没教养了&rdquo;，&ldquo;他们都没有是非观念了&rdquo;等等
。
　　孩子们到底怎么了？
亲手虐待自己孩子的年轻父母到底怎么了？
　　这一切问题和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孩子们没有自立。
正是一群不能自立的孩子，和一群未能自立就为人父母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引发了诸多问题。
而这些问题未必就只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使他们无法自立的社会和他们父母的问题。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今天，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都会感觉难以适从。
孩子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中，又要经受多少纷乱复杂的刺激和诱惑？
　　和我们的孩提时代相比，现在的孩子长得很快，看上去颇有大人样儿。
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跟外表很不相称，尚未成熟。
不等内心自立，他们就被抛到了完全陌生的信息旋涡中了。
　　人的成长过程中，刺激是必要的。
可是如果刺激不当或者过度，结果会怎样？
不但无助于人的成长，反而会使身心受到危害。
　　遗憾的是，来自外界的刺激是我们难以掌控的。
　　不过在父母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客观限制应该可以吧？
比如不给孩子看太刺激的电视节目和杂志等。
但这样的限制也只能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有效。
等孩子长到一定年龄，父母便无法完全控制其行为。
何况，人际关系等社会心理方面的刺激更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培养孩子经受刺激的能力。
当过度的或不当的刺激袭来时，孩子如果具备抵制等免疫力，就会自觉将问题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这种能力，正是我们所说的&ldquo;生存能力&rdquo;，具备这种能力的孩子，就是&ldquo;自立的
孩子&rdquo;。
　　在青少年问题频发的今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似乎在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方面做得并不成功。
岂止如此，我们甚至是在妨碍孩子们生存能力的自我成长。
高举着爱与责任的大旗，我们正在过度干涉孩子们的生活，正在铲除孩子身上本该成长的力量。
　　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要求高度的信息处理能力和问题处理能力。
要求之高，跟我们成长之初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而我们却没有给孩子们学习这些能力的机会。
　　2作为父母，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培养孩子吗？
　　那还是女儿上幼儿园时候的事。
一次我们在附近的公园玩儿，偶然遇到了我十几年前在工作上认识的一个朋友。
她带着和我女儿一样大的儿子。
　　当年我们认识的时候还都是单身，也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而现在有了育儿这个共同话题，很快
就聊到一块儿了。
&ldquo;来我家玩玩吧。
&rdquo;于是我们就接受她的邀请，去她家做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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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咱们玩什么？
&rdquo;我女儿问那个男孩子，男孩儿似乎不知所措，只是微笑着，没什么反应。
&ldquo;真是个文静的孩子&rdquo;，我想。
女儿饶有兴致地看着男孩儿的玩具，开始拿着玩起来，并邀请男孩儿一起玩儿。
　　起居室旁边的和式房间里堆满了玩具，满得都无处落脚。
&ldquo;原来男孩子都是这样的啊&rdquo;，我正想着，他的母亲端来了茶果。
　　昔人旧事花絮纷飞，两个大人聊得不亦乐乎。
其间，她见缝插针，抽空就招呼她的儿子。
　　&ldquo;啊，那个不行啊&rdquo;&ldquo;用这个&rdquo;&ldquo;停！
不是说了让你喝茶吗&rdquo;&ldquo;坐好了&rdquo;&ldquo;不要洒了&rdquo;&ldquo;安静点
儿&rdquo;&ldquo;快点过来坐&rdquo;&hellip;&hellip;　　命令之多，让我瞠目结舌。
简直是一刻不停地在给她儿子下命令。
另一个让我惊讶的是她儿子的反应。
不管妈妈说什么，那孩子都是莞尔一笑，好像什么也没听到，身体却在按照妈妈的指示行动。
　　这之后我和她就育儿方面也进行了交流。
看到我让女儿随便玩，自己只是看着孩子玩，她感叹道：&ldquo;你只是在看啊。
&rdquo;她感觉父母必须让孩子行为规范举止标准，并深信这才是&ldquo;家教&rdquo;。
所以，她24小时都在对着孩子讲话，进行指导。
　　&ldquo;你看到了吧，其实孩子们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的。
&rdquo;我说。
　　&ldquo;可是&hellip;&hellip;&rdquo;　　她有太多的&ldquo;可是&rdquo;&mdash;可是给人家添麻烦
了怎么办，可是和其他孩子玩不好怎么办，可是孩子教养不够怎么办&hellip;&hellip;所以她在尽父母
的&ldquo;职责&rdquo;，一一进行指示。
而且，她在努力地让儿子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行为举止。
　　3育儿应着眼未来，而不是现在　　凡是为人父母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孩子是否安全啦
，乖不乖啦&hellip;&hellip;不安的父母时常为一种必须要做好家教的责任而焦虑。
　　特别是关于教养方面，一旦有什么问题，就会有人把做父母的当成攻击的靶子，说&ldquo;最近的
孩子太没有教养了&rdquo;。
因此，父母们都想努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知书达理的好孩子，或者是培养成能为大众接受、父母不
必跟着被人说三道四的那种孩子。
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做法，有时是在剥夺孩子生活中的快乐。
　　我们这些父母，经常容易把焦点放在&ldquo;现在&rdquo;上。
现在，孩子安全吗？
现在，孩子是在按照父母的想法行动吗？
现在，孩子周围发生的事情是父母想要的吗？
现在，孩子是自己理想中的孩子吗？
　　焦点置于&ldquo;现在&rdquo;上，父母便对孩子&ldquo;不合理&rdquo;的行为进行说教、阻止。
如此，父母才能得到&ldquo;现在&rdquo;的意顺心安和秩序井然。
　　然而，从孩子的一生来看，过度重视眼前一时的安心和秩序，就等于把孩子的自主性和自主做事
产生的快乐扼杀在襁褓中了。
　　育儿过程中，我们父母着眼的应该是孩子的将来。
比起孩子现在如何，更应该重视的是孩子成人之后如何。
我们有必要停住脚步，考虑一下现在和将来。
在父母现在做法的延长线上，是否能看到孩子真正的幸福。
　　比如，四五岁的孩子，正是爬下父母膝盖、拔脚踏入社会的时候。
这时，孩子就要从如何保护自我、如何不伤害他人开始，学习怎样和别人好好玩、怎样控制自己的感
情和行为才能和别人相处得融洽等社会性技能了。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让男孩听进去，让女孩说出来>>

　　这种技能正是&ldquo;生存能力&rdquo;。
　　掌握这些技能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经历。
孩子们正是在各种各样的经历中锻炼，来掌握这些社会性技能，提高自我生存能力，从而实现自立的
。
　　然而，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一直紧跟着孩子，随时随地指挥他们现在该怎么办的话，结果会怎样
？
本该孩子自己思考自己去做的事情，父母都代劳了，结果就是孩子们完全丧失了自己去经历的机会。
　　或许，很多孩子即使没有掌握这些社会性技能，也会出类拔萃；但有一点我敢肯定，那就是通过
掌握这些技能而得到的充实感和喜悦，他们是无缘体会的。
其中，有些气质特殊的孩子，恐怕还会因为父母这样那样的过度干涉而深受伤害，无法学到他们本该
学到的一些做人很重要的东西。
　　父母培养孩子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幸福生活；能够不依赖他人，以自己的力量独立
生活、开拓人生。
　　4孩子还是婴儿时，父母是完全的&ldquo;保护者&rdquo;　　婴儿出生后约3个月内处于完全依赖
状态。
这段时期如果得不到完全保护，自然就无法生存下去。
保护者（主要是母亲）在本阶段要对脆弱无助的孩子细心呵护。
婴儿自身无法照顾自己，父母要满足孩子所有的生理性需求。
　　这一阶段的保护可以说是基于孩子的&ldquo;完全不行&rdquo;状态而言的。
因为小婴儿自己喝不了奶，自己换不了尿布，自己挪不了步，所以需要父母照顾他的一切。
　　这段时间父母的无私关爱，会对日后孩子的人格形成很大影响。
　　经常被抱在怀里，经常获得交流，经常得到尊重的婴儿，长大后会情绪稳定。
所以，这时的照顾绝不能疏忽。
　　同时，通过这时和孩子充分的肌肤接触，父母也会加深对孩子的爱意和好好育儿的决心。
　　孩子的长势是惊人的。
从啥也不会到学会翻身、会坐、会爬、会自己活动，到开始抓着东西往嘴里送，开始说话。
&ldquo;能行的&rdquo;事情日益增多。
　　随着孩子们会做的事情不断增加，父母的保护也开始转变为&ldquo;支配&rdquo;。
　　会做的事情变多，也就意味着危险增多。
于是父母为了保护心爱的孩子远离危险，就要给孩子作很多规定，支配孩子的行动。
为了不让孩子触及危险，父母有时会连珠炮似的喊：&ldquo;别动！
&rdquo;&ldquo;不行！
&rdquo;这样的指示、命令、禁止语日渐增多。
　　出门时，为了限制孩子忽然乱跑，便拉着孩子的手，或者把孩子放在儿童车里。
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保护和支配，对今后孩子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如果父母的保护和支配变成习惯，一直这样对待孩子，就会阻碍孩子的自然发展。
　　不管孩子长到多大，我们父母似乎总是容易把孩子当成&ldquo;还不行的小宝贝&rdquo;。
　　5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也从保护者变成了&ldquo;后援团&rdquo;　　孩子的成长势如破竹，很快
就不再需要保护和支配了。
但是，他们的父母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依旧继续从前的做法，对孩子进行保护和支配。
这些也是父母望子成龙的自然表现。
父母们&ldquo;想保护自己可爱的孩子&rdquo;、&ldquo;想好好教育，培养成一个好孩子&rdquo;
，&ldquo;想做个好父母&rdquo;之类的想法无可厚非。
　　可实际上，过多的保护和支配剥夺了孩子的自由，扼杀了孩子自身欲待蓬勃生长的嫩芽。
父母不承认孩子&ldquo;能行&rdquo;，总是觉得应该继续保护，其实正是如此才阻碍了孩子自立能力
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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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ldquo;保护&rdquo;的善意压抑，孩子会在伤痛中慢慢长大。
原因是只要父母充当其&ldquo;完全保护者&rdquo;，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爱，就只能以&ldquo;不行的
孩子&rdquo;自居。
　　父母的这种爱原本是为了保护&ldquo;柔弱无力&rdquo;的孩子，但因为没有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
通，反而导致把孩子培养得&ldquo;不行&rdquo;的后果。
　　孩子日益成长，父母也应该跟着成长，不断变换相应的教育方案，这至关重要。
那么，父母应该怎样成长呢？
　　为了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自身应该从&ldquo;保护者&rdquo;成长
为&ldquo;父母&rdquo;。
&ldquo;保护者&rdquo;是对&ldquo;完全不行&rdquo;的孩子进行完全保护，而父母则有着不同的职责。
　　父母的职责是对&ldquo;能行&rdquo;的孩子进行援助。
如果是&ldquo;不行的孩子&rdquo;，父母有必要伸手代劳；但若是&ldquo;能行的孩子&rdquo;，父母则
仅仅看护着他做就可以了。
　　在&ldquo;你不行&rdquo;的潜台词中长大的孩子，和在&ldquo;能行&rdquo;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
他们的人生是大相径庭的。
　　&ldquo;援助&rdquo;这个词在词典中是&ldquo;SUPPORT&rdquo;（支援）和&ldquo;HELP&rdquo;
（帮助）两个意思。
但实际上，这两个词却有着天壤之别。
　　&ldquo;帮助&rdquo;是代替&ldquo;不行&rdquo;的人，去为他做点什么。
保护者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
而&ldquo;支援&rdquo;就是首先承认他&ldquo;能行&rdquo;，并在其身边守护，为他能做得更好而在必
要时伸手相助。
这个&ldquo;支援&rdquo;，才是父母该做的工作。
　　进入小学后，孩子离开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多。
父母不可能一直守护在他们身旁。
但是，如果此时孩子自身具备了&ldquo;能行&rdquo;的基本素质，他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就会迈得信心
十足。
　　以小学入学时期为目标，合理减少保护和支配的比重，增加孩子独立完成&ldquo;能行&rdquo;的
事情的机会，这就是我们&ldquo;心灵沟通&rdquo;项目给各位的建议。
　　6父母的&ldquo;帮助&rdquo;会毁掉孩子？
　　&ldquo;如果有人挨饿，你是钓鱼给他吃呢，还是教给他钓鱼的方法？
&rdquo;　　这是援助他人时，对援助者姿态的一个比喻性提问。
一个正在挨饿的人，如果置之不理，他就会饿死。
钓鱼给他吃就是一种&ldquo;帮助&rdquo;，正像照顾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刚出生的婴儿，依靠自己完全无法生存，正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典型。
　　当然，给饥饿的人钓鱼吃，确实是一种亲切又可敬的行为。
但是，虽说如此，如果一直给他钓鱼吃，又会怎样呢？
　　饥饿的人会无法独立解决自己的饥饿问题，一直依赖帮助自己的人生存。
不仅如此，等他们长大了，就会对依然必须依赖他人生存的自己心生厌恶。
一直受父母&ldquo;帮助&rdquo;的孩子也是同理。
就这样，来自父母的深厚的爱，反而把孩子培养成了软弱无力的个体。
　　父母通常会对孩子提供何种&ldquo;帮助&rdquo;呢？
　　1.对孩子该做的事情逐一进行指挥和命令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基本都是父母在说）　　2.
揣测孩子的需求，无条件给予一切物质需要　　（孩子不用要，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动到手）　　3.教
育孩子该怎样感受　　（不去用心感受孩子的心痛和烦恼，而是进行说教）　　4.认为孩子就是父母
的延续，希望孩子能成为自己所追求的那样　　（不去倾听孩子的想法，听了也不给予尊重）　　5.
孩子的问题父母事事包办　　（本该孩子做的事情父母取而代之，全部代劳）　　孩子幼小的时候，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让男孩听进去，让女孩说出来>>

所有行动都是在父母的控制下，所以这些&ldquo;帮助&rdquo;没有作为问题表现出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开始更多地接触社会。
一直在父母的指挥下行动的孩子，一旦没有了父母的指挥，就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另外，父母体察入微、想要的东西自己不用要便会得到的孩子，将来就不会正确表达自己的希求
。
父母没有充分听取自己意见的孩子，长大后就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父母全权处理了所有问题的孩子，自己就没有勇气面对问题。
　　在父母的&ldquo;帮助&rdquo;中长大的孩子，本该自己经历的各种事情都被父母抢先完成了。
因此，他们自身就缺乏在实践中学到的技能，缺少处理问题的经验。
　　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经验不足的孩子来说，这个社会实在难混。
对于不会处理问题的孩子来说，这些问题，让他们避之唯恐不及。
　　7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ldquo;支援&rdquo;　　那么，授之以渔，结果又会怎样？
作为援助者，钓鱼给饥饿的人吃是相对简单的；而传授给他钓鱼的技术，看着他从不会到会却是一项
需要耐性的工作。
　　教给他如何去钓鱼，并等着他学会钓鱼，终有一天，他就会自立，不再需要援助者。
　　认为孩子&ldquo;不行&rdquo;，去&ldquo;帮助&rdquo;、指挥孩子的人生时，父母就有了长时
间&ldquo;必须&rdquo;要做的工作&mdash;&ldquo;照顾孩子&rdquo;。
但是，如果去努力&ldquo;支援&rdquo;孩子，让他&ldquo;能行&rdquo;，让孩子学着自己尝试做越来越
多的事情的话，终有一天，孩子就不再需要父母，父母就会失业。
　　能够&ldquo;支援&rdquo;孩子自立的父母，自己本身也是自立的，不会担心孩子有一天不再需要
自己。
他们不去支配孩子的人生，并赖以生存，而是活出自己本色的人生。
　　这里，我们有必要搞清楚&ldquo;自立&rdquo;的意思。
所谓&ldquo;自立&rdquo;，就是不依靠他人、以自己个人力量能够生存的意思，也是指当自己个人无
能为力时，能够坦诚向他人求助的能力。
　　事实上，被我们认为一无所知降临于世的婴儿身上，已经蕴涵了自己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所有智慧
的萌芽。
只要不受到父母阻碍，这些萌芽就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所以，所有的孩子其实天生都是小小冒险家。
刚过一岁半的孩子，对任何事情都跃跃欲试。
拿好拿不好勺子都想自己拿，饭都想自己吃，杯子要自己端，茶都要自己往嘴里送。
你若伸手想帮他，他反而很不高兴：人家想自己做嘛。
但凡四肢健全的宝贝儿，都是干劲十足的小家伙。
　　表现可能因人而异、千差万别。
但孩子的好奇心和尝试欲，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学习自立生存所必需的力量。
　　各位想必栽培过植物吧。
　　小学时，我曾经写过牵牛花的观察日记。
从播种、发芽、生长、开花，到采种为第二年的栽培作准备，我一直都在观察。
种子撒到土里，放到日照比较好的地方，只要稍稍洒一点水，牵牛花就会一派生机。
原来牵牛花所必需的所有能量，原本就蕴藏在它的种子里啊。
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只是给它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而已。
　　孩子也是一样的。
孩子会慢慢发现自己所具备的智慧和力量。
只要父母帮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学着以自己的力量生存，蕴藏在孩子身上的智慧种子就会萌
芽、成长。
　　&ldquo;支援&rdquo;并不是逐一下达指示，要求他们&ldquo;做这个&rdquo;&ldquo;做那个&rdquo;
，而是指父母不要妨碍孩子，让他们学会自己学习、自己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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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人生应该交给孩子自己。
　　40能强化孩子言行的魔法语言　　我想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体验，不该做的事、不希望做的事，
说几遍也没有效果。
如上节所述，越说他不行，就越强化了他的&ldquo;不行&rdquo;。
那么，父母怎样做，孩子才能做父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呢？
　　一种是第2章所说过的，让孩子自己去体会自己言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这点父母可以选择很自然地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另外还有一种可以很快出成果的做法。
我首先来举几个成功的例子。
　　浴垫事件　　那还是女儿上小学低年级时候的事。
在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自己洗完澡后，要为下一个洗澡的人铺好浴垫。
女儿也长成&ldquo;大姑娘&rdquo;了，我对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可这孩子就是不铺。
　　有一天，我生气了，就责备她。
谁知她毫不示弱，回嘴顶撞说：&ldquo;人家做得好的时候妈妈从来不说，做不好的时候就说人家。
&rdquo;越发生气的我接着也回敬了她一句：&ldquo;瞎说什么呢！
&rdquo;那天就那么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女儿洗完澡后是我洗。
一进浴室就发现浴垫已经端端正正地铺好了。
机会来了！
我把女儿喊进来，看着她的眼睛说：&ldquo;浴垫铺得很好嘛！
谢谢女儿，妈妈很高兴。
&rdquo;　　自那天起，女儿十年如一日，至今也没有一次忘记过铺浴垫。
　　健太小朋友的衬衣　　健太的妈妈总是很在意他的衬衣，希望他能把衬衣整齐地掖进裤子里。
但是健太君对此毫不在意。
一玩得尽兴，衬衣就乘机从裤子里钻出来。
　　他的妈妈就整天跟着喊：&ldquo;健太，衬衣，把衬衣好好掖进裤子里。
&rdquo;可是，怎么说健太君都不听。
　　在我的演讲中听到我和女儿的故事后，健太君的妈妈便跃跃欲试：&ldquo;是这样的啊。
&rdquo;首先，她停止了唠叨健太衬衣的事。
然后一心一意地等待着，等待着儿子的衬衣被收入裤子的那一天。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健太妈妈去托儿所接他那天，发现健太君衬衣整齐地扎在裤子里，站在那里等妈妈。
机会来了！
妈妈对儿子说：&ldquo;健太，你太棒了！
这样把衬衣整齐扎进裤子里的健太真棒！
妈妈真高兴！
&rdquo;　　&ldquo;那以后，健太的衬衣一直端端正正地掖在裤子里。
&rdquo;健太妈妈很开心地给我发邮件说。
　　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ldquo;家&rdquo;　　从学校回来晚的时候，女儿时常会打电话回来要我
去接。
开车穿过田间小道，10分钟左右就能到女儿学校。
校园里已经灯火尽熄，女儿站在校门口等我。
&ldquo;谢谢妈妈&rdquo;，一钻进车里，她就开始讲她这一天的喜闻乐见。
　　有一次，我又去学校接女儿，这次她钻进车的第一句话是：&ldquo;我回来啦！
&rdquo;这话惹得我莫名地感动起来，原来对孩子来说，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啊。
孩子要回去的场所不是家，而是父母所在的地方。
所以，即便父母是在车上，他们也会说&ldquo;我回来了&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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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刚才你说&lsquo;我回来了&rsquo;啊。
对你来说，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啊。
不知怎的妈妈听了很高兴呢。
&rdquo;　　我这么一说，女儿也点头应道：&ldquo;真是呢！
&rdquo;此后，每次女儿上车时，必说&ldquo;我回来了&rdquo;。
而我也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快乐：做这个孩子的母亲真好啊。
　　浴室的头发　　在女儿之后进浴室，发现地上有掉落的头发。
女儿是近视眼，没注意到掉落的头发就出了浴室。
　　有一天，掉落的头发特别多，我就把女儿喊进来，指给她看：&ldquo;这么多头发呢？
&rdquo;女儿一看说：&ldquo;啊，果然！
&rdquo;接着就为后面洗澡的人把头发收拾干净了。
这时我就说：&ldquo;妈妈觉得此时此刻的你真是好极了！
说你你也不生气，坦诚接受并改正别人指出的错误。
妈妈真高兴。
&rdquo;　　从那以后，女儿变得更加注意头发问题了。
　　淘气哥哥大变身　　有位母亲一直为她淘气的长子烦恼。
4岁的长子对妈妈整日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妹妹颇为不满。
　　最近母亲注意到这孩子经常欺负他1岁的小妹妹。
戳一戳啦，拽一拽啦。
&ldquo;不要这样！
&rdquo;不管母亲是严厉批评，还是好言相劝，他就是不听。
有一次他把母亲气得火冒三丈，把他好一顿批评。
　　这位母亲已经无计可施，跑来找我商量对策。
我听说母子三人总是一同入浴。
一般先是小哥哥出浴更衣，之后妈妈就把妹妹从浴缸里抱出去。
从这里开始到妈妈出浴的一两分钟，就是小哥哥大展身手的时刻了。
因为给妹妹擦干身体是哥哥的工作。
　　这一天，小哥哥从浴缸里爬出来时，他妈妈说话了：&ldquo;你妹妹已经开始扶着站了，很危险。
不过有你帮妈妈看着，妈妈很放心，你真是帮妈妈大忙了。
&rdquo;　　说完，她就把妹妹从浴缸里托出来，稍后妈妈也站了起来。
只见小哥哥一边帮着妹妹擦干身体，一边努力支撑着扶墙而站的妹妹。
这位妈妈收拾利索了自己之后，立即将小哥哥抱在腿上，看着他的眼睛说：&ldquo;谢谢你总是帮着妈
妈照顾妹妹，你真是太棒了！
妈妈真高兴。
&rdquo;　　3天后，她给我发来了&ldquo;大获全胜&rdquo;的邮件。
&ldquo;长子情绪十分稳定，对妹妹也很关照。
&rdquo;　　41鼓励后，需要耐心地等待　　上节所谈到的例子都是通过一番感谢或者共鸣的话，强化
了孩子理想的言行。
　　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有明确的期待，当这种理想的情况出现时，父母给予孩子积极的肯定，从而强化了
孩子好的言行。
　　目前为止，很多父母都尝试过这个办法。
这种强化法的特长如下：　　不需要太费脑筋　　容易出结果　　进展不顺也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在父母和孩子都感觉幸福的氛围中，成功做好了家教　　就是这样了。
建议各位家长积极尝试一下。
下面我说一下具体做法。
　　1.父母期待孩子有什么样的言行应该具体化　　有一点，这种言行必须能给孩子带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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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对父母来说方便，或者是在按照父母的意志支配孩子，强化是不会顺利进展的。
那就变成一种以表扬来支配孩子的行为了。
　　这里我们想做的是，把能使孩子受益的、好的言行详细具体地告诉给孩子。
　　2.耐心等待孩子那样说、那样做的时刻到来　　注意观察等待，那一刻会来的。
为了不漏掉那个瞬间，让我们把1中的具体言行定准了。
　　3.在那个现场，看着孩子的眼睛，向他传达肯定的信息　　孩子言行中的哪一点让你高兴了，把
这点具体地告诉孩子。
关键是要让孩子感觉到那是你发自内心的感受。
　　或许你会觉得付诸实施时会因为羞于张口，而表达不好。
可我们还是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克服我们的害羞情结吧。
等孩子大了，就更难办到了。
不羞不怯，把心中的欢喜和感谢以&ldquo;我如何如何&rdquo;的句式来如实传达给孩子。
&ldquo;谢谢你孩子，我很高兴。
&rdquo; 　　让孩子清楚地知道父母感谢什么、高兴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柔声告诉孩子，给他们的心园播撒上喜悦之种。
印象越深刻，成为习惯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为，有一粒种子，会在孩子的心中抽芽猛长。
　　46聆听技巧1：沉默　　父母总是喜欢说。
正如在&ldquo;充耳不闻检测&rdquo;中显示的那样，一听到孩子说&ldquo;不弹钢琴了，再也不去
了&rdquo;时，有几个父母能暂且沉默，先喘口气呢？
　　以前，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
两组嘉宾就生活方式在进行讨论。
一组是高中生模样的孩子，一组是年长的艺人。
　　一位上了年纪的艺人催问道：&ldquo;你们对那种事情，作何感想？
&rdquo;一个年轻人说：&ldquo;这个嘛，我嘛，那个&hellip;&hellip;&rdquo;刚开始还没说几句，年长者
就迫不及待地插播自己的高见了：&ldquo;我说你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啊&hellip;&hellip;&rdquo;一会儿
，年长者又问了：&ldquo;那又怎样呢？
&rdquo;年轻人又欲回答：&ldquo;是啊，所以嘛&hellip;&hellip;&rdquo;谁知，年长者又发话了
：&ldquo;不过，倒也是，也是合乎情理的。
&rdquo;　　那位年长的艺人，看似在催促对方说话，而最终好像只是对神侃自己的想法感兴趣。
而且在最后讨论结束时，人家还总结道：　　&ldquo;真高兴今天能一起沟通这么多啊。
&rdquo;　　其实根本没有沟通，而是年长艺人自己抒发了一通感想而已。
　　为什么我们这些父母（大人）总是这么想说呢？
为什么就不能闭上嘴巴好好倾听孩子的话呢？
　　这是因为我们总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比孩子们懂得更多，所以必须要把这些经验教给不了解它
的孩子。
　　诚然，我们父母是比孩子们年长很多，但是真的能说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很了解吗？
毕竟，对于孩子今后的人生你会知道多少呢？
也不可能比孩子自己更清楚吧。
　　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答案。
父母的工作就是要和孩子一起考虑那个答案对孩子来说，是否是最佳答案，而且要支援孩子提高答案
的质量，而不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对孩子的人生指指点点是大错特错的。
支援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父母的工作。
　　因此，首先，父母要认识到本该是孩子说话时，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打断孩子的话，抢着说话的
这个坏习惯。
其次，要重新设置那个坏习惯的开关，有意识地去关上那个自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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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请注意以下几点：　　1.停止对孩子指示、命令、训斥。
　　2.有问题问孩子时，要一直等着孩子回答。
　　3.不由得想说什么时，孩子若开口说话，就把自己忍不住想说的话先咽下去。
　　沉默能给予我们思考的时间。
它能使我们不受&ldquo;意愿性充耳不闻&rdquo;左右，让我们有余力去聆听孩子的心声。
　　重要的是：父母沉默下来，孩子就有了说话的机会。
孩子想说的时候，只要父母不打岔，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开口。
　　47聆听技巧2：重复孩子的话，打开孩子的心扉　　当孩子说&ldquo;不弹钢琴了，再也不去
了&rdquo;时，父母首先要保持沉默。
沉默期间，内心要默念：&ldquo;我很想理解孩子。
&rdquo;　　前面已说过：对于以&ldquo;意愿性充耳不闻&rdquo;的方式去听孩子说话的父母，无论他
们说什么，孩子几乎都会显示否定性反应。
那是因为父母有自己的想法：&ldquo;要想办法让孩子继续。
&rdquo;　　这种情况下，父母最应该做的，不是要想办法让他继续做，而是要去了解让孩子说出此话
的原因，去理解孩子何出此言。
为此，要沉默，要在心里默念&ldquo;真想理解孩子&rdquo;，然后重复孩子的话。
　　子：&ldquo;不弹钢琴了，再也不去了。
&rdquo;　　母（沉默两三秒）：&ldquo;不弹钢琴了？
再也不去了？
&rdquo;　　温和地重复一遍。
　　实际上，在做&ldquo;充耳不闻检测&rdquo;中，那些父母意识到自己的&ldquo;充耳不闻&rdquo;后
，开始试着做&ldquo;为了理解孩子，重复孩子的话&rdquo;。
令人惊奇的是，&ldquo;充耳不闻&rdquo;时孩子的反抗和感觉父母不能认真倾听自己说话的那种心理
都烟消云散了。
相反，孩子心中油然生出另一种感情：&ldquo;放心了&rdquo;，&ldquo;父母能认真倾听自己的苦恼
啊&rdquo;，&ldquo;开始扪心自问：&lsquo;自己是真的不想练琴了吗？
&rsquo;&rdquo;。
　　通过父母&ldquo;为了理解自己而重复自己的话&rdquo;，孩子们感觉到&ldquo;父母能认真聆听自
己的苦恼&rdquo;。
当有人愿意听自己心里话的时候，人就会敞开心扉。
孩子会感觉父母十分亲近，开始和他们谈心。
　　父母是想知道孩子为什么那么说才开口的，他们想知道的是真实情况。
可是，&ldquo;充耳不闻&rdquo;让他们不由得反问：&ldquo;原因呢？
为什么？
&rdquo;&ldquo;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儿？
&rdquo;这么一来，孩子也会自动选择容易让父母接纳的理由（借口）。
而借口和孩子的心声或许是完全不同的。
　　今后，当孩子说出让你不由得想反问&ldquo;为什么&rdquo;那样的事儿时，请务必先沉默下来，
为了理解孩子，重复孩子的话，这样孩子就会向你吐露心声。
　　子：&ldquo;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
&rdquo;　　母（沉默）：&ldquo;不想去学校了啊。
&rdquo;（沉默）　　子：&ldquo;是啊，因为&hellip;&hellip;&rdquo;　　子：&ldquo;爸爸，我不想去
补习班了。
&rdquo;　　父（沉默）：&hellip;&hellip;　　子：&ldquo;我吧&hellip;&hellip;&rdquo;　　首先，这种开
场白就创造了彼此可以谈心的平台，第一扇门已经被打开了。
　　这种聆听技巧叫做&ldquo;反射&rdquo;，是指把孩子的话原封不动地反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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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靠这个技巧谈话未免有些单调，难以达到积极帮着孩子解决问题的目的。
那么，让我们进行下一步吧。
　　48聆听技巧3：这样听，才能帮孩子解决问题　　当发生特别令人厌烦的事情时，人们通常都会十
分夸张地发牢骚。
如果心平气和地对待的话，其实不算什么大事儿。
可这时的我们却偏偏爱说什么&ldquo;不做了！
&rdquo;&ldquo;再也不要见面了！
&rdquo;之类的话。
　　孩子也是一样。
&ldquo;不弹钢琴了，再也不去了&rdquo;，这话或许只是孩子头脑发热、一时生气才说的气话。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聆听技巧的下一步，让我们陪着孩子将情绪稳定下来，冷静地思考，和他们一起去
考虑解决方案。
　　能&ldquo;支援&rdquo;孩子解决问题的聆听方法　　子：&ldquo;不弹钢琴了，再也不去了。
&rdquo;　　父母（沉默）：&ldquo;不弹钢琴了？
再也不去了？
&rdquo;（沉默）　　子：&ldquo;嗯。
因为美香说我弹得不好。
&rdquo;　　父母：&ldquo;这样啊，所以你心里难过啊。
&rdquo;（方法1）　　子：&ldquo;太过分了！
所以，我不想弹了！
&rdquo;　　父母：&ldquo;真不甘心啊！
怎么办才好呢？
妈妈和你一起想想办法吧。
&rdquo;（方法2）　　子：&ldquo;想办法？
我已经厌烦了！
&rdquo;　　父母：&ldquo;钢琴也不喜欢了吗？
&rdquo;　　子：&ldquo;&hellip;&hellip;不是的，不是讨厌钢琴。
&rdquo;　　父母：&ldquo;那么，你想怎么做呢？
&rdquo;（方法3）　　子：&ldquo;要是美香不说坏话刁难我，上课也蛮有趣的，我想继续练琴呢。
&rdquo;　　父母：&ldquo;这样啊。
那怎么做才能使练琴继续下去呢？
&rdquo;（方法4）　　子：&ldquo;嗯，去别的钢琴教室。
&rdquo;　　父母：&ldquo;也是啊，这样也行啊。
其他办法怎么样呢？
&rdquo;　　子：&ldquo;美香去别的教室也可以。
&rdquo;　　父母：&ldquo;对啊，她要能那么做我们可就好办了。
其他办法呢？
&rdquo;　　子：&ldquo;其他办法？
不在乎美香说什么就好了！
那个女孩很多人都不喜欢她，心眼儿很不好。
&rdquo;（孩子稍稍有了点精神。
）　　父母：&ldquo;啊，这样子啊！
还有没有其他能用的办法？
为了能继续你心爱的钢琴课。
&rdquo;　　子：&ldquo;我想不出来了。
&rdquo;　　父母：&ldquo;嗯，你想出了不少好主意，采用哪个好呢？
&rdquo;（方法5）　　子：&ldquo;嗯&hellip;&hellip;我决定不把美香的话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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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父母：&ldquo;这样啊。
你不在意她的话，美香会怎么做呢？
&rdquo;（方法6）　　子：&ldquo;说不定会一直跟着说我。
&rdquo;　　父母：&ldquo;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怎么办？
&rdquo;　　子：&ldquo;装聋作哑不理她不就得了。
&rdquo;　　父母：&ldquo;好啊。
能做到吗？
&rdquo;　　子：&ldquo;嗯，试试看。
&rdquo;　　父母：&ldquo;你这样做，美香会怎样呢？
&rdquo;　　子：&ldquo;到最后肯定就不会再说了。
&rdquo;　　父母：&ldquo;对啊。
那么你准备试试？
&rdquo;　　子：&ldquo;嗯。
不把美香当回事了。
&rdquo;　　父母：&ldquo;那么，我们也为你加油！
咱就试试这么办。
谢谢宝贝告诉我们。
事情进展如何一定要再跟我们说说啊。
&rdquo;（方法7）　　子：&ldquo;嗯，知道了！
&rdquo;　　我们来总结一下能帮孩子解决问题的聆听方式的顺序。
　　方法1：父母在进行语言&ldquo;反射&rdquo;和感情上理解的同时，应理解孩子的心情，也让孩子
认识到自己的心情。
　　&ldquo;所以你生气了啊。
&rdquo;　　&ldquo;你好像挺难过啊。
&rdquo;　　方法2：提议一起想办法，确认孩子是否想和自己　　商量。
　　&ldquo;和妈妈一起想想办法怎样？
&rdquo;　　&ldquo;怎么办好呢？
和老爸开个作战策略大会？
&rdquo;　　方法3：确认孩子想怎么做，弄清楚谈话的方向性。
　　&ldquo;实际上你想怎么做呢？
&rdquo;　　&ldquo;你觉得怎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呢？
&rdquo;　　方法4：询问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时候暂且不管可行与否，先一起考虑一下各种方案（即使是一些傻里傻气的话）。
无论孩子提出什么方案，都不要否定。
　　&ldquo;让我们想一想能做点什么吧。
&rdquo;　　&ldquo;那样也行啊。
其他办法怎么样？
&rdquo;　　方法5：让孩子从几个方案当中，选出一个最佳方案。
　　&ldquo;这里面最好的办法是哪个呢？
&rdquo;　　方法6：讨论一下孩子若实施了自己选择的那个方案，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
确认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方案。
　　&ldquo;你觉得这样做，结果会怎样？
&rdquo;　　方法7：确认孩子想做的心情，给孩子打气，告诉他父母会一直守护着他。
　　&ldquo;做做看，情况如何再讲给妈妈听啊。
&rdquo;　　49聆听技巧4：用共情来体谅孩子的心情　　上一节的对话例子当中，父母说：&ldquo;这
样啊，所以你心里难过啊。
&rdquo;正是对孩子的感情进行了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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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种反射技巧。
这里，母亲的观察力就发挥了作用。
孩子嘴上说&ldquo;不弹钢琴了，再也不去了&rdquo;，可神情如何呢？
如果母亲能察觉到孩子难以言状的悲伤，也就能够体谅孩子的那种&ldquo;难过&rdquo;的心情了。
　　人并不能时刻注意到自己的心情，即便是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也会忽然感觉到心情烦躁、郁郁
不快，陷入无法言语的混沌中。
　　这时候，如果有谁体察到我们的心情，用合适的语言&ldquo;反射&rdquo;给我们，我们也就能够
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感情状态，并因此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心情和境况。
　　父母体谅孩子的&ldquo;悲伤&rdquo;，孩子也就能去考虑自己是否真的想停止学琴，然后才意识
到自己并不是不想学琴了。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攻克了和女儿沟通方面的很多难关。
不想去学校的时候，和朋友闹纠葛的时候，突然说要改变今后的方向的时候，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
这时，我会对女儿的话进行反射，对她的感情进行共情。
之后，就是按照上述&ldquo;支援孩子解决问题的聆听方法&rdquo;的顺序，去倾听女儿的话。
　　孩子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不需要父母的意见。
孩子需要的只是父母的聆听。
　　孩子有时会向父母征求意见：&ldquo;爸爸你怎么想？
&rdquo;&ldquo;妈妈觉得呢？
&rdquo;通常这种情况下，父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孩子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但请你不要忘记：孩子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时候，也正是父母认识到自己作为教练的作用的时候。
　　你知道&ldquo;孩子自己可以做到&rdquo;吗？
　　你知道&ldquo;孩子自己想变得更好&rdquo;吗？
　　知道之后父母就要&ldquo;一直等着孩子理想的情况出现，并作好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支
援&rdquo;。
　　正如教练不会代替选手上场比赛一样，父母也不能代替孩子作选择，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父母能做的，只是作好后援。
　　50如实接受孩子的感情和感觉　　上节中提到，所谓感情的理解，就是指父母要感觉到孩子可能
感觉到的东西，并以语言的形式将其反射出来。
　　然而，有时候父母会觉得难以接受孩子的感情。
那正是因为父母自身在感情方面出现了混乱。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呢？
孩子摔倒在地，擦伤了脚，不住地哭泣。
做父母的蹲在旁边，不停地否定孩子的疼痛、不安和惊吓：&ldquo;不痛，不痛，坚强的宝贝不哭。
&rdquo;　　看似司空见惯的场景，里面却隐藏着一个大大的错误。
坚强也好、脆弱也罢，痛就是痛，说&ldquo;不痛&rdquo;也没有任何说服力。
　　孩子和朋友闹了矛盾，情绪低落地回到家，你上来一句：&ldquo;那么点儿小事，干吗这么不开心
，打起精神嘛！
&rdquo;孩子听了会怎样？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了解自己，他们会感觉寂寞万分，会变得更加无精打采。
这个时候要求孩子打起精神，实际就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
即便父母的初衷只是想鼓励他们。
　　为什么父母会这样做呢？
那是因为父母主观上难以接受孩子消极的感情（悲伤、痛苦、心酸、后悔）和伤痛，他们希望孩子总
是幸福的。
为了自己的安心，他们不希望孩子感觉到这些否定性的感情和伤痛。
 　　这可以说是父母接收孩子感情和感觉失败的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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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接收孩子感情和感觉的行为，对孩子理解自己的感情和感觉也是非常重要的。
　　婴幼儿尚不知自己心中产生的感情和感觉叫做&ldquo;喜&rdquo;&ldquo;怒&rdquo;还是&ldquo;
哀&rdquo;&ldquo;乐&rdquo;，他们只是单纯地感受到了。
　　比如说，小宝宝一大早就被父母送到了奶奶家，直到傍晚父母才来接。
看到亲爱的爸爸妈妈来了，孩子自然就会手舞足蹈，快乐得想跳。
这时父母就会接收到，并用语言表达出孩子的这种感受：&ldquo;好高兴啊，好高兴啊。
&rdquo;　　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自己此时此刻感觉到的心情原来是&ldquo;高兴&rdquo;啊。
　　再有，眼前忽然窜出一条狗，孩子受到惊吓，十分不安，哭着找妈妈。
飞奔过来的父母抱起孩子，安慰说：　　&ldquo;好了好了，宝宝受到惊吓了啊。
&rdquo;　　这时孩子知道了自己现在的状态就是&ldquo;受惊吓&rdquo;。
　　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和感觉进行反射，既能如实接纳孩子的状态，也非常有助于培养一个孩子丰富
的感情。
　　你要知道孩子并没有那么软弱。
与其让他们装作没有痛苦和悲哀，还不如承认他们的感情和感觉，与他们一起感受，包容他们。
　　&ldquo;很难过吧？
不过你已经很努力了。
&rdquo;　　父母这么说，孩子就会放松身心，扑进能充分理解自己感受的父母的怀抱。
　　51聆听技巧5：全身心地聆听孩子的话　　语言交流有语言和非语言两个方面。
语言这个方面就是语言的内容，是指说的是什么；非语言方面就是表达方式，是指如何表达。
　　&ldquo;我很喜欢你&rdquo;这句话表达的是语言方面的意思。
但是假设说这话时，眼睛不看着对方，声音低沉的话，喜欢的意思能传达到吗？
只怕对方会觉得你只是嘴上说喜欢，内心并不是那样想的吧。
　　进行语言交流时，比起嘴上说了什么，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如何表达的。
非语言方面往往比语言本身对对方的影响力更大。
聆听的时候也是一样，以非语言形式向孩子传达&ldquo;我在听&rdquo;这个信息时，孩子就会感觉父
母能用心聆听自己的心里话。
　　我来举几个基本的非语言的交流技巧，它们能够告诉对方 &ldquo;我在认真听&rdquo;。
　　目光　　父母一忙起来，目光就顾不上追随孩子了，只拿声音去应对孩子的话。
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孩子也只是随口说说的情况下，倒也未尝不可。
　　可是，当孩子的表情告诉我们&ldquo;听我说嘛&rdquo;的信息时，我们就一定要坐下来，注视着
孩子的眼睛，认真聆听孩子的心声。
　　表 情　　包含视线在内的表情，对对方的影响最大。
相对而坐，即便父母坐下要听，但表情僵硬的话，也会让孩子感觉&ldquo;爸爸妈妈是不是不想听
啊&rdquo;。
所以，请你注意要保持表情柔和。
　　动作、手势　　抱臂或者盘腿常被理解为警戒和拒绝的信号。
孩子是解读这种信号的天才。
父母以这样的动作跟孩子讲话，孩子就会感觉自己的话没有被父母接纳。
　　你不妨做个试验。
当看到孩子从对面走过来时，你张开双臂、笑脸相迎。
孩子就会飞奔到你的怀里。
而下次试验时，你双臂抱胸、恶脸相向。
只怕孩子就会在你面前停下来，疑惑地看着你吧。
　　声音的表现力　　&ldquo;天气很好啊&rdquo;，这句话声音清脆地说，别人就能感觉到你在为好
天气感到欢喜，但是如果闷声低沉地说，别人就会感觉：&ldquo;这家伙是不是怕被晒黑了啊。
&rdquo;　　音调和语气会大大改变语言的意思。
特别是在反射孩子的语言和感情时，让我们结合语言的意思，用心地反射给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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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你看上去很高兴嘛&rdquo;要高高兴兴地说，&ldquo;你看上去有些悲伤嘛&rdquo;要充满同情地
说。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
只要感情上追随对方，自然就会做到那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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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让男孩听进去，让女孩说出来》这本书给我敲了个警钟，正如作者所说&ldquo;育儿不是按照父
母的意志来行事&rdquo;，给孩子的更多应该是让他自我成长的力量，这种力量包括身体的，也包括心
理的。
社会竞争这么大，帮孩子遮挡，不如让他自己武装起来，才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mdash;&mdash;一位两岁男孩的妈妈　　　　用&ldquo;语言的反射&rdquo;来聆听孩子，这是我
第一次听说，没想到仅仅是重复孩子的话，就让我不再曲解孩子的意思。
书里的一些方法很简单，也很实用。
　　&mdash;&mdash;10岁女孩的妈妈、教师李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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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男孩听进去，让女孩说出来》系日本最畅销的家庭教育文库本。
少子化时代，父母常常和&ldquo;直升机爸妈&rdquo;&ldquo;过度养育&rdquo;等新名词脱不了干系。
而《让男孩听进去，让女孩说出来》就是针对现代父母过度养育的难题而写的。
它不仅告诉父母如何能让孩子变得有责任有担当，更提出了66个沟通提案，教父母不用偷看日记，也
能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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