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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专栏

文/洪明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亲子之间构

成事实上的教育关系。家长既需要和孩子

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也需要履行好教育的

责任。

首先，家长需要理解亲子关系的复杂

性。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以血缘为基

础，在抚养、教养、赡养、互助中形成的关

系。亲子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且是一种

多重的、动态的复杂关系。孩子与父母之

间，除了有最亲密的自然血缘关系，还有更

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一，从法律义务角

度看，孩子是父母的监护对象，二者构成

抚养与被抚养关系 （当父母年老时，亲子

之间构成反向的赡养与被赡养关系）、管理

与被管理关系、教育与被教育关系。第

二，从共同生活和利益关系角度看，孩子

与父母是共同生活的伙伴和利益共同体，二

者构成生活上的陪伴关系、情感依恋关系和

利益上的互惠关系。第三，孩子和父母都是

独立的个体，二者在法律和人格上是平等的，

要相互尊重。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亲子关系

又是相互的，既要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呵

护、教育、陪伴，也要强调子女对父母尽相应

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和谐亲子关系意味着在教育性和

亲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父母在追求与孩子

保持“像朋友一样”的亲密度的同时，还要

完成教子做人的重要使命。平衡教育性和亲

密性的关键在于，家长要采取权威型教养方

式，既要对孩子关心关爱，又要对孩子严格

要求。权威型教养方式中，教育权归于家

长，家长有管理子女、制定规则的权利，但

制定规则时要尊重孩子，积极听取孩子的意

见，并为规则作出解释，防止权威滑向专制

的深渊。权威型教养方式的目的是让孩子树

立规则意识，学会自主。因此，家长要允许

并鼓励孩子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自主，逐步放

手，最终让孩子成为能自主的人。

最后，家长必须要学会处理亲子矛盾。

亲子之间难免会出现矛盾，尤其在孩子成长

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发现，亲

子关系最主要的“敌人”不是父母不爱孩

子，而是不会爱，不能正确地对待孩子的

“错”。家长有两种习惯做法要不得：一是喜

欢将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作简单比

较；二是喜欢埋怨和唠叨。面对孩子的问

题，家长应该从三方面应对：一要同情性理

解。要站在孩子立场，认识到孩子犯错是正

常的，错误的原因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

素。比如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往往与孩子受

到外部干扰、自我控制水平低、缺乏明确的

规则指引有关。二要做个帮助者。孩子最讨

厌家长一味指责，他们需要的是帮助，和家

长一起把问题解决掉。比如手机问题，如果

家长自己少玩，制定明确的手机使用规范，

并丰富家庭生活，孩子自然会使用好手机。

三要合理惩戒。对待子女的错误，家长要教

育性惩戒、依规惩戒。子女不是不能接受父

母的惩戒，而是不能接受父母滥用惩戒、过

度惩戒和侮辱性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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