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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亲子讲堂

“父母相爱”奠定孩子命运基础
陈伟红提醒：把握养育孩子的关键期

采写：本报记者 苑世敏
摄影：本报记者 赵 梓

幼时的经历会对人一生的

成长产生影响。如何把握养育

孩子的关键期，让孩子拥有更

好的未来？近日，心理咨询师、

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讲师团讲师

陈伟红做客“德行珠海·亲子讲

堂”，以“是谁决定孩子的命运”

为主题，从把握养育孩子的关

键期、影响孩子命运的养育方

式、如何做懂孩子的家长等方

面开讲。

陈伟红老师做客亲子讲堂。

“如何爱孩子？‘爸爸爱妈妈’
是对孩子最好的爱的示范。家庭
稳定，父母相爱，奠定了孩子的
命运基础。”陈伟红说，“夫妻关
系是第一位的，亲子关系是第二
位的。”

讲座现场，陈伟红通过一场
游戏，帮助家长找寻到孩子行为
背后的原因，让家长了解到家庭
关系与相处模式对孩子的影响，
进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我们通过游戏能够明显地
看到家庭氛围不同，孩子的情绪
也有所不同。”陈伟红说，“如果
家庭和美，父母之间距离较近，
孩子在家里也会比较轻松。相
反，当父母吵架的时候，不自觉

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孩子在家
里也会感到紧张。”

她指出，孩子是家庭的一面
镜子，孩子呈现出来的如乱发脾
气、做事拖沓、网络依赖、离家出
走甚至抑郁、焦虑等，其实是“系
统”出了问题，孩子表现出来的
症状是在提醒家长：家庭“生病”
了。

讲座最后，陈伟红总结道：
“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可是，我们这些‘第一任老
师’却没有‘持证上岗’，对于孩子
成长过程中的身心特点没有科学
的认识，就很难正确地引导孩
子。因此，要把握正确的养育方
式，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

“父母相爱”是对孩子最好的示范

讲座一开始，陈伟红指
出一个普遍现象：“家长往往
拿自己孩子的弱项跟别人孩
子的强项相比，这样的结果
就是会让孩子越来越不自
信。”

她表示，家长都想培养
健康、快乐、自信、优秀、成
功、有道德的孩子。“我们用
自己所能想到最美好的字眼
来幻想我们的孩子，想把世
上最美好的一切赋予我们的
孩子。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前提是孩子拥有健全的人
格。”

“有句话说‘幸运的人，
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
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童年对人一生都会有影响。
3至6岁是养育孩子的关键
期。”陈伟红说，家长对孩子
的态度会影响孩子长大后的
情感模式，尤其是对于出生
后六个月的孩子来说，家长
给予孩子情感上的安全感非
常重要。

她指出，近年来，抑郁
症患者比例逐年攀升、自杀
人数日益增长、各类心理疾
病人群比例也在提高。据
不完全统计，中国抑郁症患
者达 9000 万人，青少年作
为相对易感人群，首当其冲
受到威胁。中国青少年超
4000 万人出现情绪困扰、
行为偏差。究其原因，可以

追溯到0至6岁时孩子心理
创伤的延迟性反应。这段
被忽视的、没有记忆的时期
里受到的创伤，往往会为孩
子今后的心理健康埋下隐
患。

“不要把抑郁症当作难
以启口的事情，抑郁症是神
经症的一种，是需要被正视
的。”陈伟红说，“在养育孩子
的关键期，家长养育方式错
误，很有可能会导致孩子日
后出现心理问题。”

陈伟红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与孩
子的喜好背道而驰，这对孩
子好吗？“孩子们做喜欢的事
情更有利于他们成长。”

把握养育孩子的关键期

“父母共同带孩子更有
益于孩子成长。”陈伟红说，
夫妻双方都要参与孩子成
长。但如今，很多家庭还存
在隔代养育、丧偶式养育。

陈伟红举例说，有一个
女孩的父母在外打工。她自
己在学校长时期被同学欺
负。后来女孩出现幻觉，一
直觉得有人在议论自己。“当
我问她‘为什么不跟爸爸妈
妈说’的时候，她说：‘没有用
的，说了他们也不可能从外
面回来。’”

陈伟红建议家长们要告
诉孩子：“当遇到困难和问题
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家长
说，家长也要让孩子充分相

信‘爸爸妈妈是值得被信任
的，可以协助他一起面对问
题’。”

“丧偶式养育多是妈妈
一个人参与孩子成长。这
种情况下，孩子的成长也会
受到影响。因为父母能够
给予孩子的东西是不一样
的，妈妈常常是代表温情，
爸爸则代表规则，父母双方
一起养育才能培养出人格
健全的孩子。”陈伟红说，

“孩子内在对父亲特别尊
重，这样孩子到青春期，父
亲说的话才管用，孩子才更
好管理。”

陈伟红提醒家长，这些
有缺陷的养育方式可能会造

成分离创伤等心理问题，有
分离创伤的孩子会特别没有
安全感。这些心理问题可能
是家长日后倾其一生也无法
弥补的，也是孩子一辈子无
法自愈的。

此外，她指出，太顺风顺
水的孩子往往很难经历挫
折，因此家长要放手让孩子
去尝试、去成长。她还举例
说明，孩子们不只是有衣食
方面的需求，还需要来自父
母的温暖，需要爱抚。

“拥抱、触摸、共同玩耍
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
如果家长只是给孩子提供物
质丰富的生活，是不利于孩
子感受父母之爱的。”

父母要共同参与孩子成长

家长与陈伟红老师互动。

家长们在认真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