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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容易陷入无助

父母吵架

漳州一中碧湖校区吴茹虹说，当
孩子升到中学后，人生经验和阅历也
更为丰富，心智逐渐成熟的他们在面
对父母冲突时，所要做的跟小学生也
可能有些许不同。吴茹虹老师觉得，
作为中学生，孩子要先学会划清界限
并理解父母为什么而吵架，不要认为
他们的吵架是我们造成的，有些时
候，父母只是压力大了，吵架或许是
他们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吵一吵，
可能很快就会消气了，回归正常。

还有就是在父母争吵时，孩子
不妨暂时选择回

避，避免卷入纠纷当中，保持中立的
态度，不要站队，不成为父母争吵的
焦点。等事态平复之后，可以安慰
一下父母，也试着跟父母表达自己
的感受和需求，比如“你们吵架时我
很害怕，很担心，希望你们好好静下
来沟通”，这时候孩子应当作为家长
之间的传声筒。作为“传声筒”和“黏
合剂”，孩子还可以跟父母一起探讨
如何改善沟通和解决冲突的方式。

如果觉得他们吵得太凶，太
过火了，甚至有人开始摔东西、打
人，劝阻不了的时候，孩子可以向
信任的长辈寻求帮助。面对父母
吵架，孩子们要始终记住一点，大
人的争执，需要大人自己处理，摩
擦发生了没关系，相信一家人只要
有爱，相互理解，就能解决矛盾。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有一回，班上有一个学生出现
无法静下心来学习，整个人变得很
焦虑、易怒、注意力无法集中。”家住
市区的黄老师从教二十多年，长期
担任班主任工作，她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回忆，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原
来是孩子的父母那段时间总是吵
架。黄老师说，如果不进行及时疏
导，情况有可能继续恶化，学生会出
现抑郁的症状。她及时对那个同学
进行了心理辅导。

“对于十三四岁的同学来说，
父母吵架，甚至吵到闹离婚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黄老师分析，孩
子的担心、难受无处诉说，一直压
抑着情绪，就会对周围的事物特
别 敏 感 ，很 容 易 感 到 烦 躁 、被 激
怒，有时候情绪又会十分低落，经
常发呆。“后来我分别从父母和孩
子两个角度进行了疏导，那对父
母还是很在乎孩子的，及时修正
自己的行为，没有对孩子继续造
成不好的影响。”

“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明白，人
生的选择不止一种。”黄老师说，如
果父母双方分歧实在大，也要找机
会和孩子好好说清楚，告诉孩子不
是只有爸爸妈妈在一起才能幸福，
让孩子相信，父母吵架有时候只是
情绪上没有控制住，即便到最不好
的结果离婚了，父母对孩子的爱不
会因为离婚而减少。黄老师建议
家长们，在处理家庭关系遇到困难
时，要善用学校和社会支持系统。
请孩子信任的老师和关系好的同
学、朋友多多关心支持自己的孩
子，避免让孩子感到无助或者陷入
困境。

“家长在面对情绪问题时，要保
持积极的心态，培养成长型思维。”黄
老师说，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学
会看到更多的可能，学会表达自己的
情绪，否则情绪没有得到疏解，累积
下来，最后一发不可收。“遇到这种情
况，可以通过找人倾诉、阅读、听音
乐、亲近大自然、向专业人士寻求

帮助等方式，帮助自己放松下来。”

谈及父母吵架对孩子会有什么
影响，闽南师大心理自助中心主任
陈虹认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
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支持，但经常性
吵架会给孩子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对于孩子的影响也可能是隐秘且深
远的。

陈虹说，首先，父母的频繁吵架
容易让孩子产生紧张、害怕、恐惧、
压抑、情绪低落的负面情绪，甚至
容易长期处于压力和紧张的状态，
感到无助与迷茫，不知如何处理自
己情绪的同时，也容易将父母争吵
的责任归于自己身上。因此，在这
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形成
自卑、敏感、胆怯、暴躁，甚至暴力
倾向等性格特点，也更容易诱发孩
子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从
而影响到身心健康发展；其次，父
母之间争吵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导致孩子无法安心专注学习、心情
烦躁不安或心神不宁，造成课堂效
率低下，学习兴趣减退，甚至产生
厌学、拒学、逃学等难以适应学校
生活等问题；再次，孩子容易被父
母的争吵影响到自己人际方面的
亲密感、信任感与安全感等，他们
可能变得多疑、防备，甚至抵制与
他人产生亲密关系，对未来恋爱
和婚姻产生恐惧和害怕，出现亲
密关系困扰，表现出拒绝、回避甚
至是敌对的行为，认为亲密关系

不可靠，最

终难以形成健康的恋爱观和婚姻
观。还有的孩子可能会模仿父母
的争吵行为，攻击行为与冷漠都
会使他们产生人际冲突或是社交
退缩等。

“如果一时情绪无法控制，吵架
后的父母如何把对孩子的影响降到
最低？”陈虹认为，父母吵架对孩子
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是长久且多面
的，因此，父母有责任和义务努力营
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减少
或避免家庭纷争，帮助孩子健康积
极地成长。

陈虹认为，父母应及时关注孩
子的情绪状态。对于无意间看见父
母争吵的孩子应及时安抚孩子的恐
惧情绪，提供温暖的支持，让孩子知
道无论如何父母都是爱他的，对孩
子出现的负面情绪给予积极关注和
疏导；父母应及时与孩子正面沟
通。孩子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他
们有权利知道这个家庭所发生的事
情及其中缘由，应及时向孩子解释，
告知争吵的原因，并且请孩子原谅
父母一时冲动下的争吵，以及同孩
子讨论下次再遇见父母争吵，所有
家庭成员都应该怎么做；父母最好
能在孩子的见证下和好。在孩子面
前争吵，也在孩子面前和好，夫妻之
间相互道歉、谅解，让孩子明白，婚
姻关系中的争吵只是一时的，并且
是可以通过一系列举措解决的，争
吵双方并不会因为争吵而断绝关
系，这有助于孩子在人际社交方面
的成长，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与信
任感。

☉本报记者 苏水梅

父母吵架父母吵架 孩子孩子““伤伤””不起不起

有时候小超同学总会怀疑，他
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他
们总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而争
吵。小超同学的父母事业都处于上
升期，工作上和经济上带来的压力、
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家务分配不平
均等问题，都会成为争吵的原因。
此时，就需要“黏合剂”小超同学出
场了。

“如果今天是因为家务分配不

平均导致的争吵，我就把爸爸妈妈拉
到一边，然后自己把多余的家务给做
了，只要不平均的家务有人承担了，
他们自然就不会吵架了。”小超同学
表示，自己能帮忙承担的也只有家
务，如果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争吵，就
只能在他们吵累了之后，跑到父母面

前撒娇卖萌，等他们心情平复之后，
再领着他们坐在一起，回忆吵架的经
过，并理清是非对错。“有时候感觉这
个家少了我这个‘黏合剂’，就很容易
被邻居举报扰民。”小超同学笑着说
道。

☉本报记者 刘健宁

“你说说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你
妈妈不对，明明是她不占理，嗓门还
那么大！”“你爸就是这样，每次吵架，
眼看吵不过我，就坐在沙发上一句话
不说。”每次家里面吵完架后，小芳同
学总是要听完父母双方的唠叨，有时
候是爸爸先来诉苦，有时候是妈妈先
走进房门，这让小学四年级的小芳同

学不胜其烦。
“如果说只是吵架还可以接受，

那也是父母之间的事情，他们两口子
吵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们总
喜欢拉着我站队，好像是我支持谁，

这场架谁就能吵赢一样。”小芳同学
向记者抱怨，每次家里发生“战争”，

“大战”过后，父母总会拉着她进入
“战场”，暗示或者逼迫她加入其中一
方阵营，把她当“枪”使。

“我不是你们吵赢对面的帮手”

“每次吵架都要做‘黏合剂’”

“这是父母的问题，不是你的错”漳州市通北中心小学陈娜彬老
师表示，小学生年龄尚小，心智还不
成熟，碰到父母吵架的情况，没有多
少人生经验的他们一时间可能不知
道怎么办，孩子要敢于向吵架中的
父母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想法。

“首先孩子要告诉自己‘这是父母他
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的错’，

不要把问题归咎于自己。其次，作
为家里面的‘掌中宝’，孩子可以尝
试扮演协调者的角色，用一句‘我太
烦你们吵架了’适当地表达愤怒，引
起父母关注，为调和他们的矛盾开

一个头。最后孩子还可以跟吵架中
情绪激动的父母说，吵架冲突也是
在沟通，沟通中应该是去表达情绪，
而不是进行有情绪的表达。”陈娜彬
告诉记者。

“父母争吵时不妨暂时选择回避”

“大学一年级的劳动课应该怎么上？”闽南
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于得溢老师在今年秋季开学
的日子，脑海始终萦绕着“小烦恼”。为此，他特
地请教了几位去年上过劳动课的老师。答案无
非扫地、炒菜、翻土、做家务等等，劳则“劳”矣，
却未必有“动”，师生都不是太“主动”，收获感自
然也不太强。

“那就加强主动性，变被动为主动。”于得溢
老师在设计劳动课时，有意识地向收获感靠拢：
把劳动课做成“劳动创意课”，他把自己的想法
提交给了新闻传播学院，得到了支持的答复；他
把自己设计劳动课的思路告诉学生，学生一片
欢呼。

“既保持劳动本色，又创意当先。”于老师介
绍，每学期四次劳动课，每一节课由班级共同讨
论劳动的主题——捡落叶、捡废纸等等，但必须
有“创意”加持，来作为课堂的后续；分组进行创
意制作，变废为宝，完成创意产品——变残枝为
插花，变废纸为叠纸，变落叶为标本等等；赋予
作品以故事、以生命力——给作品起名字、拍照
片、向全班讲述自己作品的寓意、故事等，对作
品进行二次创意赋能；采取现场评比打分的形
式，对学生的完成度进行公开考量。

“枯黄的飞叶坠落土壤之中，那是它们留给
尘间不可磨灭的风景线。而同学们将它们捡起
重新做成花束，又成了新的风景。”闽南师大新
闻传播学院2023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3）班严

雨欣同学说，劳动课创意给了她很好的机会，让她停下匆忙
的脚步，去发现校园里的美好，感受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她
认为，劳动创意课不仅让她参与劳动，还让她充分发挥了想
象和创意，并通过合作拉近了她和同学们的距离。和严雨
欣有同样感受的还有陈亮仪，她说：“我觉得创作型劳动课
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老师让学生自己收集材料。当小组成员
各自拿出落叶时会心一笑，像用七巧板一样拼出各种组合
的时候，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样的劳动课很有趣。”

强化动手实践环节，培养劳动技能，端正劳动态度，养
成劳动习惯，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育美，是
当代大学生劳动课的出发点和归宿。“目前我们的劳动创意
课，已经进行了三次，学生们非常配合，完成度也很高，都自
觉地将作品保留，有的制作成视频留念。”于老师希望他们
毕业时，这些作品都能出现在同学们的班志里，成为他们大
学时代里一抹温馨的回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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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说

老 师 说

营造和谐氛围不让孩子受伤

专家观点

◀近日，龙海区首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
会在龙海区体育场举行，本次运动会以“阳光
向上、快乐成长”为主题，在运动场上，运动员
们用汗水挥洒赛场，用拼搏诠释梦想，充分展
现龙海区中小学生阳光乐观的心态，热情向
上的活力，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文 蔡小成 图

“有一次我和甜甜果妈妈吵架，
甜甜果在旁边可能吓到了，哭得很厉
害，呜呜着说不喜欢爸爸妈妈吵架。”
陈岳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十
岁之前，他偶尔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
题和妻子发生分歧，说着说着一言不
合，就会吵起来。自从那次女儿哭成
泪人儿，他就和孩子的妈妈进行了一

次长谈，后来两人商议孩子的学习主
要由爸爸负责跟，妈妈负责对需要改
进的部分进行提醒。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孩子
而吵，本来是为了孩子好，到后面反

而适得其反。”在陈岳看来，父母陪
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自己也要不
断修正自己获得成长。“甜甜果的眼
泪让我们幡然醒悟，从此就没有吵
过架。”☉本报记者 苏水梅

家 长 说

“我有时候也会控制不住声调就
往上飙，吵完之后，心里其实特别懊
悔。”轩轩妈说，孩子还比较小，感觉
要讲清楚为什么吵架还挺麻烦的，不
解释又总是心里堵堵的。

其实她明白不能在孩子面前吵

架，但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过后
总是很懊恼。她建议家长们想要发
飙之前要三思，但是如果实在没有

控制住吵起来，吵完之后，最好也要
及时和孩子解释一下父母吵架的原
因，把对孩子的影响尽量降到最低。

“很懊恼但又不知如何解释”

“很多时候都是为孩子而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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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漳州正兴学
校第 13 届田径
运 动 会 拉 开 帷
幕。图为学生正
在进行轮滑冰球
展示

陈阿云 摄

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

行会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
父母之间的关系、相处模式也

会影响孩子情绪的变化。父母
如果经常吵架，甚至闹离婚，容
易导致孩子产生焦虑、自卑、易
怒、恐惧等情绪问题。父母吵
架了孩子怎么想？父母又

该如何处理？本期一起
来关注。

父母吵架，孩子“受伤”。 本报记者 严 洁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