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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 婧/文 陶祎之/图

今天采写的这五个故事，都是我们身边
真实的存在。

不论是作为子女的我们，还是已经升级
为父母的我们，仔细想一想，在我们的成长过
程中，在我们与上一代、下一辈的相处中，是
否也出现过类似的场景？

因为一句话，因为一个举动，亲子之间相
互不信任的口子，就撕开了。

孩子为什么
“不相信”“不愿意”了

先来说说两个小朋友的故事。他们没有
和父母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一句话的日积月
累，变成了隔阂。

周六下午，维维一个人带着足球，在小区
的草坪上玩耍。

他非常失落，因为，这次又被爸爸“放了
鸽子”。

“我爸他太忙了，每次都答应周末陪
我，但每次都没有陪我。”维维说，自己很
喜欢踢足球，以前，爸爸周末都会带他去
体育场馆踢上几脚，“爸爸去路桥上班后，
变得更忙了，不仅没时间陪我踢足球，上
周四晚答应周六要带我去超市的，看来也
要泡汤了”。

维维的父亲李先生在银行上班，先前在
家附近的椒江支行，平日里工作忙，周末可
以陪维维。因为工作变动，今年，李先生被派
去路桥支行，每天椒江路桥来回跑，加上对
新岗位业务不熟悉，加班成了常态，回到家
疲惫不堪。

面对维维的要求，李先生选择用“缓兵
之计”，先答应下，若有事情或者临时变卦
再说。

久而久之，维维的心里落差越来越大。
“爸爸最常说的话‘明天吧’‘下次吧’，我

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我真希望爸爸回椒江工
作，可以陪我踢球、逛超市。现在，他再和我说
要陪我踢球，我都不愿意相信他了”。

李先生其实也很内疚，但因为工作太忙，
他也没办法了。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小男孩豆豆。豆
豆和邻居小超是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小男
孩互相打架推推搡搡，结果一不小心，豆豆把
腿摔破了，膝盖破了皮，还流了很多血。豆豆
简单地擦了一下血，因为怕被父母骂，就瞒着
这事了。

没几天，豆豆流血的皮肤因为没有处理
干净发炎了。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严重，豆豆
便战战兢兢地告诉了妈妈。妈妈很心疼，问
了豆豆一句，为什么不早点说，早点处理不
就好了。

豆豆回答：“我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以为

我又和别人打架了。以前我每次被人欺负，你
们都觉得是我的原因，是我要和别人打架，你
们从来都不相信我。”

原来，豆豆从小顽皮，个子不高但喜欢和
小伙伴打打闹闹，久而久之，变成了“受欺负
的对象”。

豆豆的妈妈很强势，无论什么事情，都会
下意识地主观判断豆豆的对错。

看着打架受伤回到家的豆豆，她就会说
“是不是你先和他们打架的，你自己不惹事
情，别人怎么会欺负你”，面对这样的妈妈，豆
豆便习惯性地把委屈放在心里，再也不愿意
开口了。

父母认为的爱，
为什么让孩子压抑

下面三个故事，发生在三个家庭。
同样的行为和言语，在父母看来是付出

和关爱，走到孩子心中却变了味。
故事一：“这真的是为了我好吗？”

“妈妈总和我说，‘我做的这些都是为
了你’。我知道妈妈很爱我，但每次听到她
说这些话，都会很‘反感’。”苗苗是台州
学院附中的学生，今年上初二。为了苗苗
能考上一所好高中，妈妈朱爱萍可是操碎
了心。

朱爱萍先是怕苗苗在学校里吃不好、睡
不好，便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陪读。

苗苗倒是很憧憬上初中后可以体验住校
的“自由”，没想到，妈妈特地去陪她了，“上初
中后和小学还是一样，下了课回家吃饭睡觉，
平时晚上还要被妈妈辅导作业。我其实很羡
慕那些住在学校里的同学，可以自由支配课
余时间”。

朱爱萍肚子里装的，却是各种各样的
担心。

“苗苗从小到大，家里从来不让她洗衣
服、做饭，她自己也没做过这些。之前，她有
提过初中想住校，我和她爸爸商量了一下
还是觉得不妥，她一个人，我们不放心。”朱
爱萍说。

“我知道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也
有和他们讲过，衣服我会自己洗，我也会
在食堂好好吃饭，但是他们就是不放心，
一定要在身边陪我。”苗苗坦言，这样的陪
伴，其实让她感觉非常压抑，觉得父母就
是对她不信任。

有时，她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和妈妈发生

争执，但每次得到的回应都是一句“我都是为
了你好”。“我就会想，这真的是为了我好吗，
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很好。”

“父母的爱”，经常压得苗苗喘不过气来，
但她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份爱。

故事二：“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
严重？”

伴随着巨大的关门声，青青趴在桌上抱
头痛哭，一阵阵委屈涌上心头。原来，妈妈在
打扫房间时，偷偷看了她的日记本。

近阶段，青青的成绩起起伏伏，让妈妈心
生怀疑，女儿的成绩一直很稳定，最近太不寻
常了。妈妈没忍住，翻开了日记本。

日记里记录了青青的日常，和朋友的约
会、吃过的美食、开心的事情、难过的事情，还
有懵懂青涩的暗恋……

青青回家后，发现日记本被“偷看”，和妈
妈大吵了一架。她认为妈妈不尊重隐私，妈妈
则认为“我在关心你”。

事后，妈妈非常郁闷，“我明明是为了她
好。初中阶段应该以学业为重，不好好读书，
想着谈恋爱，以后后悔都来不及”。

青青冷静后思考的却是，“为什么父母可
以随便翻阅子女的隐私，孩子在父母面前就
应该毫无秘密吗？我又不是不读书了，为什么
妈妈要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严重”。

因为这件事情，她和家里冷战了近半
个月。

故事三：“你自己不行的。”
“你自己不行的。”何晓勇几乎每天都会

听到这句话。
这个男孩子，从小被精心呵护，宝贝得不

行，也让他有了烦恼。
他觉得“喘不过气”，“我连周末和朋友出

去玩，爸妈都要接送，感觉自己完全没有个人
空间了。”爸爸却认为，晓勇还是个孩子，自己
有责任参与孩子的生活。

上初中后，晓勇对美术表现出巨大的兴
趣，计划在高中阶段进行专业的美术学习。他
回家和爸爸提了一回，被直接拒绝，“学美术，
没有你想像的容易，你也不适合学。好好读文
化课，以后找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不要想这些
有的没的事情”。

晓勇很难过，自己刚刚建立的梦想，就被
爸爸无情扼杀。而且，他心里很清楚，爸爸说
不行，就是不行，自己“躲不开”。

晓勇不知道如何发泄情绪，也不敢违背
爸爸的意思放手一博。虽然有时候，他会有试
一试的冲动，但他的脑子里，还装着那句“你
自己不行的”。

亲子信任危机，就这样悄悄发生

编者的话
家庭教育，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

话题。无论为人子女，还是升级到为人父
母，甚至祖辈，都是从家庭教育的一个圈跳
出来，又跳进家庭教育的另一个圈子。

10月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下简称《促进法》）颁布并确定于
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更是将家庭教育提
升到新的热度。有父母调侃，今后带娃将有
法可依，父母该如何管教子女、参与家庭教
育程度是否达标，都可以在《促进法》里找到
答案。

可是，家庭教育又岂是找到答案就能实
现满分的？对照《促进法》，我们找到了三个
关注度比较高的词语：信任、缺位、“鸡娃”。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围绕三个词展开调查和
讨论。读者若有兴趣，欢迎联系我们说说你
的看法。 元 萌

从小到大，所有发生在亲子之间的信
任危机就像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
经历一次崩坏再重建的过程，亲子双方会
对彼此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在矛盾的产生与解决过程中，其实有
助于亲子关系的进一步“升温”，但要实现
亲子信任的“双向奔赴”，是需要持续思考
的课题。

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童年，或许来自
父母的“不信任”也是经常出现的生活场
景。比如你想要学某样东西，父母不相信
你能学好，反而会打击你是“三分钟热
度”。比如你在学习上已经下了很大功夫，
父母依旧会质疑你偷懒、上课不专心。正
是出于种种的“不信任”，父母就越会从生
活点滴上约束、支配孩子，这类父母相信，
自己为孩子铺就的道路才是最好的。

而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孩子，反过
来会怀疑父母甚至质疑自己，从而造成原
生家庭环境下的信任危机。父母口头上没
有践行的承诺，在孩子的眼中就是失信，父
母翻看孩子的手机及私人物品，便是侵犯
了隐私的边界。诸如此类，都是造成孩子不
信任父母、诱发信任危机的“导火索”。

本应该无条件信任、毫无保留的亲子
之情，却要处处设限、处处质疑，这在许多
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我都是为你好，你
怎么不相信我呢？”这句话大概每个人都
听过，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需要人无条
件信任的感情，未免过于沉重。

因此，亲情关系中的信任需要更加独
立地来看待，要学会遵从内心的真实选
择。儿时的我们，可能缺乏自主选择、自我
支配的能力，更多的是听从父母的安排。
但成年后的我们，具备独立思考、自我选
择的能力之后，对于父母给出的建议，应
该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去倾听与交流。

亲子关系中的信任，也需要双方做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越是至亲的人之间，
越是需要给彼此独立生活的空间。亲子相
处，需要有度，更需要有边界。

在亲子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换位”的
现象。父母抚养我们成人，我们赡养老人
安享晚年，这是责任义务上的一种转换。
可以发现，长大后亲子关系中存在的信任
危机，又存在于其他方面的生活琐细。

在我身边，就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孩子在发朋友圈时会分组屏蔽父母。当我
问及原因，他们会说无非是不想让父母知
道自己的动向，干涉生活自由，或者是和父
母有代沟，“观念不同，没什么好分享的”。

将父母无情地隔绝在自己的社交圈
外，可以说是当代最典型的亲子信任危
机之一。

作为子女，我们会不放心父母在这
个充满“数字鸿沟”的时代逐渐老去，会
不相信他们能独立完成生活中的一些小
事，也会因为工作繁忙、生活压力一次次
地放父母的“鸽子”，长大后的我们似乎
也辜负了父母们的期待，也对他们缺乏
一些基本的信任。

之前看纪录片《人间世》，有一集讲的
是临终关怀。老人的老伴刚去世，自己的
女儿因为现实原因不得已要将他送去养
老院。老人不愿意去，女儿就对他说，妈妈
生前的时候还能照顾你，你现在一个人
了，我不放心。你要是去养老院，平时有人
照顾，周末我还可以来看你。

老人面对镜头落泪了，就像一个孩子。最
后，他还是听从了家人的安排，为了减轻女儿
的负担。安土重迁，不愿离开家里，是出于对
亲情的信任。听女儿的话，是对家人的信任。

建立起亲子之间的信任，是终其一生
的漫长过程，而平等交流、换位思考，是建
立信任的第一步，掌握亲子相处的尺度与
边界，才能让之后的“双向奔赴”成为可能。

随 评

亲子要有“度”，更要有“界”

陈 婧

曾在知乎上，看到有人问：成长过程
中，是什么导致孩子不愿再跟家长沟通？

有个高赞回答：“失去信任”。
比如，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本来就很

委屈，回家再被家长劈头盖脸地骂一顿，久
而久之，当然不会再信任家长。

想想孩子在受到伤害无人求助时都不
敢告诉爸妈，那是多么绝望无助。

不过，很多时候，父母的确辜负了孩子的信任。
当孩子说出“我再也不相信爸爸妈妈

了”，对他们来讲，如果父母都变得不可信
任，世界上还有谁可以信任呢？在一个无人
可信的世界，他们又该如何生存？

其实，孩子对父母的信任和爱，是与生
俱来、无条件的。

采访中，好几个采访对象和我说，“我
说什么爸妈都听不进去，别人说我什么爸

妈就信什么”。的确，很多父母经常无视或者
不信任孩子说的话，对外人嘴里的孩子“近
况”，却是深信不疑。这样的反差，也是孩子
最反感的了。

家长问孩子“为什么不相信我们，不与
我们沟通”，可孩子并非天生不愿意沟通，
家长日常的责怪和不信任，消磨殆尽孩子
对父母最初的信任。

“信任”是双向的，孩子需要先被父母
相信和理解，才会信任父母。

所以，许多孩子到了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时，
就不愿意再和父母沟通，很多事情宁愿瞒着、憋
着，也不想让父母知道。在我的理解看来，他们
不是对父母毫无感情，就是“怕麻烦”而已。

腾讯新闻公布的《朋友圈年度亲情白皮
书》里提到，52%的子女表示，曾经屏蔽父母查
看自己的朋友圈，甚至没加过父母好友。

正如一个网友所说，朋友圈屏蔽父母，
既省去了解释的麻烦，也降低了与父母争

执的可能，甚至成为一种“最优解”。
其实不难理解，当你半夜有情绪，发了

段文字配了张可能无关紧要的图或者自拍，
可能第二天一早就会接到父母的电话，“昨
天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你这个自拍不合
适发在网上”，无论前一晚的情绪是否已经
消化完全，这一大早突然的“关心”，应该让
人更头疼。

我们都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问
题，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不例外。而当我们再
接收到父母给的负面情绪后，会下意识地认
为父母是不值得被信赖的，甚至慢慢关闭自
己，拒绝沟通，独自承担，避免来自父母的二
次伤害。

当然，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做子女
的不能过分考虑自己的情绪，完全否定父
母给的爱。因为父母一定是世界上最爱自
己孩子的人。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子女也
要学着与父母共情。

采访手记

当沟通成为一种麻烦

本报记者陈 婧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负能量的
声音，但也找到了和孩子既像亲人又像朋
友的父母。

临海市民林君英，就是其中一位。关
于亲子信任关系建立，她有一番自己的
理解。

建立平等，避免情绪化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建立信任的基
础，一定是亲子双方基于平等的关系。”林
君英说。

就读四年级的女儿琪琪，对于林君英
来说，也是朋友。

林君英会把琪琪的情绪放在教育之
前。当发现琪琪回家有情绪了，无论是积
极的还是消极的，她都会先问一下，“你发
生什么事了？愿意和我分享一下吗？”

“孩子和大人一样需要‘听众’，小时
候他们咿咿呀呀，我们可能听不懂他们
在说什么，但还是需要‘认真聆听’。平等
的对话和平等的理解，放下父母的架子，
才能真正走进孩子心里。”林君英说。

她发现，和孩子们玩在一起，他们才
愿意亲近父母，毫无无保留地信任父母，

“此时，他们不会认为父母是时刻监视的
‘警察’，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很多家长可能比较着急，一碰到不
愿意听话的孩子就大声训斥甚至打骂。一
直这样下去，胆小的孩子会更加害怕，叛
逆的孩子会更加不受控制，孩子们如何能
够继续信任父母呢？所以，父母不能总是
一副‘我是你爸妈，你就该怎么样’，放下
架子，把自己和孩子放在同一位置。”林君
英说，在沟通中，应该避免情绪化，如果孩
子能感觉到自己是被父母尊重的、理解
的，他们会逐渐信任父母。

换位思考，积极回应

林君英分享了一件和女儿的趣事。
有一次，琪琪在商场里看中了一件乐

高玩具。但在前一个周末，爸爸刚给她买
过另一款乐高玩具。琪琪在柜台前哭闹，
坚持要买。林君英就说：“妈妈很愿意给你
买玩具，但是买这款乐高不行。第一，上个
周末你答应过爸爸，那已经是这个月最后
一件乐高玩具，答应爸爸的事情说到就要
做到。第二，类似的玩具你已经有了，你可
以选择看看其他玩具。”

她说，在和孩子建立信任的过程中，
一定要尝试理解和亲近孩子的感受，“我
是孩子，是怎么想的”，做到换位思考。

“她想要这个玩具，但是你不想给她
买这个玩具，那么你可以在过程中，给她

充足的选项，让她自己选择。孩子们的需
求在自己的选择中得到满足了，会感受到
自己有被理解。”林君英说。

另外，要善于给出回应。
“琪琪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都好奇的年

纪，总会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时候
下班回家，我很累，爸爸也很累，很难说不
带任何情绪。但是，我会告诉自己，孩子总
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过去就好了。所以我
和爸爸达成共识，无论多累，对于琪琪的任
何问题，我们都要正面积极地回应。”

不轻易贬低和质疑孩子，即使在父
母心里他们做的事情很离谱，都应该
作出适当鼓励和积极回应，耐心给予
引导或提问，让孩子们自己找到解决
问题的能力。

同时，信守承诺，答应孩子的事情一
定要做到。无条件相信孩子，孩子才会相
信父母。

“不管孩子做了什么，父母应先站在孩
子这边，倾听和了解孩子这么做的原因，站
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有时候父母的一
句‘我相信你’，真的非常重要。”林君英说。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
学会分享情绪

父母的行为影响孩子的举止，所以，
父母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否定另一半，越
是在孩子面前，越应该尊重和信任对方，最
好的教育就是父母以身作则。”林君英说。

分享喜悦，一定比分享难过好。
林君英说，多带孩子参加一些户外活

动，如亲子旅行、野餐、放风筝活动，增强
互动，还可以叫上一些孩子的好朋友，一
起分享开心和快乐。

林君英认为，作为家长，给孩子的
爱，不仅是行动上的，在情绪上也应该
配合，“孩子当下的感受和情绪怎么样，
其实我们很难体会，做父母的，应该尝
试共情”。

林君英说，成年人表达爱的方式比较
含蓄，但对于孩子来说，一句“你很可爱”
的夸奖，可能就是直接的情绪桥梁。孩子
觉得被认可了，甚至可以更快速地建立起
信任关系。

“还可以多和他们说，‘你很棒’‘我们
支持你’之类的话。在感情上，多用言语告
诉他们，我们真的很爱他们。”林君英说。

总之，作为父母，给足孩子充分的信
任，是教育好孩子的前提。

林君英认为，孩子只有感觉到父母的
信任后，才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父
母，“亲子双方互相信任，才能更好地沟
通。在这过程中，父母不仅能够尽早发现
孩子的问题，及时帮助孩子改正；孩子也
愿意接受父母的意见，做出改变”。

孩子和大人一样需要“听众”
无论多累，对于孩子的任何问题，都要正面积极地回应
一句“你很可爱”，就是直接的情绪桥梁

我和女儿是朋友

家庭教育热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