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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孩子把话说完》是一本原创的“亲子交流”方面的家教读本，是家教作者“蒙谨”
对家庭教育多年来研究心得的凝结，也是对一双儿女十五年教育经验的总结。在书中作
者采用说故事的形式，精心选择教育儿女的点滴琐事和身边发生的教育案例，向父母朋
友阐述了“亲子交流”的科学理念并提供了改善亲子沟通的具体方法。
全书趣味十足，通俗易懂，是一本优秀的教子指南书。
 

内容简介

《让孩子把话说完》是一本原创的“亲子交流”方面的家教读本，是家教作者“蒙谨”
对家庭教育多年来研究心得的凝结，也是对一双儿女十五年教育经验的总结。在书中作
者采用说故事的形式，精心选择教育儿女的点滴琐事和身边发生的教育案例，向父母朋
友阐述了“亲子交流”的科学理念并提供了改善亲子沟通的具体方法。
全书趣味十足，通俗易懂，是一本优秀的教子指南书。

作者简介

蒙谨，教育学硕士，心理咨询师。亲子教育畅销书作家。担任班主任工作多年，现从事
家庭教育研究及青少年心理咨询工作。曾在国内杂志报刊发表散文、杂文多篇。是一个
女孩和一个男孩的妈妈，近年开始著述家教图书，将自己的教育经验和心得写出来和天
下更多的妈妈们分享。被广大读者誉为“妈妈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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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给女儿一个拥抱” ——用动作和手势进行沟通 拥抱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与孩子皮肤
接触的方式，它可以给孩子传递父母的关爱，让孩子感受到安全与心理的满足。
  我曾经给一对分别处于更年期和青春期的母女做过辅导，她们的关系很紧 张，无法沟
通、相处，两人不得不打交道时，也是针尖对麦芒。母亲是一位事业有成、很强势的女
人，而女儿则是叛逆、个性倔强的孩子。当母女俩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
了她们的疏远。母亲首先落座，她坐在了沙发的一头，而女儿则坐在了离母亲有一米多
远的 沙发的另一头，并让自己的身体斜背着母亲。母亲的表情很严肃，有些冷，给人一
种威压感。女儿也是面无表情，让人读不懂她的内心。
  随着交谈的进行，我了解到，母亲与女儿很少有温情的交流和身体接触。即使在对女
儿实施管教时，也是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姿态，仿佛女儿只是她的下属。
  辅导进行到一定阶段，我对母亲说：“快，给女儿一个拥抱。”母亲犹豫了很久，始
终没有行动。在我的不断鼓励下，她才一步步将身体挪 向女儿。我要求女儿配合母亲的
动作，但她一直呆坐不动。看起来，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身体接触了，已经不习惯这种交
流方式了。我对 她们说明，要打破双方心理上的坚冰，身体接触是必要的。
  过了很久，母亲终于一点点靠近了女儿，并拥抱了她，但是动作和姿势却显得很僵硬
。我知道，母亲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对缓和她们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好的 开始。这
时我发现，女儿流泪了。女孩流泪，说明母亲的动作触动了她内心柔软的东西。研究表
明，父母与孩子拥抱，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小看这简单的拥 抱，它对于孩子有
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每个孩子都有“皮肤饥渴”，年龄越小的孩子，越需要与父母
有肌肤之触。拥抱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与孩子皮肤接触的方式。它可以传递父母的
关爱，让孩子感受到安全与心理的满足。父母不妨时常给孩子一个拥抱，相信这会让他
更深地体验到爱的感觉。
  还是这对母女，我从她们身上发现了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这位
母亲不断伸出食指指责女儿，而女儿也不时地把食指指向母亲。“你给我听好了，以后
不要再抽烟，否则，我饶不了你。
  ”母亲习惯性地伸 出右手食指指着女儿，声音很严厉。“你凭什么管我？你给我住嘴
！”女儿的动作活脱脱是母亲的翻版。“就凭我是你妈。你吃谁的？穿谁的？跟谁这么
说话呢？”母亲愤怒了，右 手抬起又落下，落下又抬起。“你还有脸说你是我妈，除了
给我俩臭钱，你关心过我吗？”女儿也有些激 动，带着哭腔说。这样的互相指责发生了
好几次，每一次都使两个人更愤怒。我不得不一次次制止母女俩的互相指责，要求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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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食指，说出对方 的好。这很难，她们的交流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
两天就能改变的。但是，为她们负责，我要求她们必须做出改变。我对这位母亲的要求
是，当要教训女儿的时候，当习惯性地要伸出食指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放下手指，
放下手指”，直到能心平气和地与女儿沟通。
  有人说，失败的家庭教育多是“食指教育”，而成功的家庭教育多是“拇指教育”，
这
话有
道理。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用食指还是用拇指，对孩子的影响大不相同。   
“给女儿一个拥抱” ——用动作和手势进行沟通 拥抱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与孩子皮肤
接触的方式，它可以给孩子传递父母的关爱，让孩子感受到安全与心理的满足。
     我曾经给一对分别处于更年期和青春期的母女做过辅导，她们的关系很紧 张，
无法沟通、相处，两人不得不打交道时，也是针尖对麦芒。母亲是一位事业有成、很强
势的女人，而女儿则是叛逆、个性倔强的孩子。当母女俩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就开始
感觉到了她们的疏远。母亲首先落座，她坐在了沙发的一头，而女儿则坐在了离母亲有
一米多远的 沙发的另一头，并让自己的身体斜背着母亲。母亲的表情很严肃，有些冷，
给人一种威压感。女儿也是面无表情，让人读不懂她的内心。     随着交谈的进行
，我了解到，母亲与女儿很少有温情的交流和身体接触。即使在对女儿实施管教时，也
是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姿态，仿佛女儿只是她的下属。     辅导进行到一定
阶段，我对母亲说：“快，给女儿一个拥抱。”母亲犹豫了很久，始终没有行动。在我
的不断鼓励下，她才一步步将身体挪 向女儿。我要求女儿配合母亲的动作，但她一直呆
坐不动。看起来，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身体接触了，已经不习惯这种交流方式了。我对
她们说明，要打破双方心理上的坚冰，身体接触是必要的。     过了很久，母亲终
于一点点靠近了女儿，并拥抱了她，但是动作和姿势却显得很僵硬。我知道，母亲已经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对缓和她们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好的 开始。这时我发现，女儿流泪
了。女孩流泪，说明母亲的动作触动了她内心柔软的东西。研究表明，父母与孩子拥抱
，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小看这简单的拥 抱，它对于孩子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每个孩子都有“皮肤饥渴”，年龄越小的孩子，越需要与父母有肌肤之触。拥抱是
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与孩子皮肤接触的方式。它可以传递父母的关爱，让孩子感受到
安全与心理的满足。父母不妨时常给孩子一个拥抱，相信这会让他更深地体验到爱的感
觉。     还是这对母女，我从她们身上发现了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一个小时的时
间内，这位母亲不断伸出食指指责女儿，而女儿也不时地把食指指向母亲。“你给我听
好了，以后不要再抽烟，否则，我饶不了你。    ”母亲习惯性地伸 出右手食指指
着女儿，声音很严厉。“你凭什么管我？你给我住嘴！”女儿的动作活脱脱是母亲的翻
版。“就凭我是你妈。你吃谁的？穿谁的？跟谁这么说话呢？”母亲愤怒了，右 手抬起
又落下，落下又抬起。“你还有脸说你是我妈，除了给我俩臭钱，你关心过我吗？”女
儿也有些激 动，带着哭腔说。这样的互相指责发生了好几次，每一次都使两个人更愤怒
。我不得不一次次制止母女俩的互相指责，要求她们收起食指，说出对方 的好。这很难
，她们的交流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但是，为她们负
责，我要求她们必须做出改变。我对这位母亲的要求是，当要教训女儿的时候，当习惯
性地要伸出食指的时候，就在心里默念“放下手指，放下手指”，直到能心平气和地与
女儿沟通。     有人说，失败的家庭教育多是“食指教育”，而成功的家庭教育多
是“拇指教育”，这话有道理。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是用食指还是用拇指，对孩子的



影响大不相同。     拇指代表对孩子的尊重和欣赏，让孩子有更多愉悦的体验。而
食指代表对孩子的不满和愤怒，让孩子产生更多不快的情绪。所以，要做成功的父母，
就要收起食指，伸出拇指。     小松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写作业时总坐不住。每次
写作业，他常常写两个字，就动一动桌上的闹钟；再写两个字，去摆弄 一下铅笔盒；然
后再写两个字，又跑出来看看大家在做什么。这不是个好习惯，我思索着怎样帮助他改
正。有一天，我问小松：“写作业是不是不好玩啊？”“好玩啊。”小松不假思索地回
答。“那你为什么不专心写作业呢？”我有些不解。小松不说话，也许他还意识不到边
写作业边玩是不好的行为。于是，我告诉他说：“写作业的时候要专心写，写完之后再
做其他的事情。     边写边玩不好。”小松似有所悟地点点头。可他毕竟是孩子，
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写作业过程中总忍不住想 玩一会儿。我决定用几天的时
间，全程陪他写作业，帮助他养成好习惯。当发现小松想放下笔的时候，我微笑着对他
做出了一个OK的手势，但是没有 说话。小松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继续埋头写作业。
写了大约有一行字，他似乎又想玩点别的，将笔放在了作业本上，抬头看看 我。看来写
字对他来说还是有点枯燥。我又一次做出OK的手势，他心领神会，继续写。看来，我这
个手势成了引导他行为的符号。之后，每次陪他写作业，只要他没写完却出现了想玩的
苗头的时候，我就适 时地做出OK的手势，而他就会继续专心写作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陪伴和监督，小松逐渐改正了边写作业边玩的毛病。      
拥抱、竖大拇指、打出OK的手势等，这些正面、积极的手势动作，是家庭教育中有效的
沟通语言，它们对孩子有积极的暗示作用。这些手势和动作运用恰当，会对孩子优良的
行为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对其不良行为则有抑制作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不
妨巧妙地借助于有效的手势和动作，给孩子积极的暗示。     “给女儿写个纸条”
——用非口语的方式化解冲突 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父母与孩子的进一步沟通。
因此，父母要及时、巧妙地化解冲突，为更好地沟通扫除障碍。     一名在读高一
的男孩曾到我这里咨询。那段时间，男孩和父亲的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因为男孩
想要进入特长班学习，父子俩产生了分歧。这个男孩很喜欢体育，参加了几个业余体育
队，想进入学校的体育特长班， 高考时考体校。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为此，父子俩有
一次争吵了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父亲愤怒地指责儿子说：
“你真没出息，学体育的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你绝对不能报特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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