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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观察

青春期是每个人在成长过
程中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孩
子与父母之间的话语少了，偶
尔还会与父母起争执摩擦出

“火花”，家长与青春期的孩子
如何进行有效交流？

滔滔不绝型 “不好好学
习考不上大学就去扫大街、摆
地摊”等话语，不少家长都对

孩子说过，叛逆期的他们对这
些话可以说是“百毒不侵”
了。另外，这些话语对于引导
孩子对各种职业的认识有狭隘
性。家长应少说多听，了解孩
子到底在想什么。交流时，家
长可以从家事入手，将孩子的
情绪稳定下来后，再谈正事。

时间支配型 处于这个时
期的孩子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天
地，所以，家长不要自作主
张，将孩子的时间按自己的意
愿安排得满满当当，要将时间
交由孩子自己去计划安排。对
安排的不合理处，家长再以商
量的口吻提出建议，千万不要
全盘否定孩子，否则会适得其
反。

自我做主型 “你应该”、
“你必须”、“你懂什么”诸如
此类的话是不少家长的口头
禅。专家建议家长们面对叛逆

期的孩子应尽量少说这样的
话，面对孩子令人不解的行
为，不妨换位思考，想想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家中的一些大
事，如搬家、买房之类的，不
妨同孩子商量一下，考虑一下
孩子的感受，征求孩子的意
见。有着民主氛围的家庭，孩
子一般能主动向父母靠近沟通
交流。

剥夺“隐私权”型 当孩
子在进入初高中以后，许多家
长会发现，以前经常跟自己说
心里话的孩子突然变得不太爱
搭理自己了，孩子开始有了自
己上锁的日记本、私人信件。
专家称，如果孩子实在不愿同
家长交流，也不必过于强迫，
尤其是不要偷窥孩子隐私，尊
重孩子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
尊重。

据《中国日报》

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有效交流

2017高考学霸经验分享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李林润

党畅，2017 届漯河高
中毕业生，今年以677分的
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说起自
己的求学生涯，党畅表示，
学习的第一要点，就是要立
志，心中有目标，学习才能
有动力。

每一段新的学习生涯开
始，党畅都会为自己定下目
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向目标
前进。“事实上，当一个人
被无边的黑暗包围时，理想

将会是她唯一的光芒。”党
畅说。

学习要立志，面对高考
也是一样。一开始准备高
考，党畅就为自己定下了目
标，面对高中生涯中枯燥的
学习、无休止的考试和一次
次的成功、失败，她毫不退
缩，一次次奋勇向前。

靠着明确的目标和坚韧
的性格，党畅成功实现了自
己最初的梦想，在今年的高
考中考入清华大学。说起自
己的学习技巧，党畅认为，
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和接受能
力不同，学习的方法也应该
有所差别。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而不是人云亦
云，照搬他人方法。如此，
学习才能事半功倍。

“也许理想太高，高到
遥不可及，但我仍心甘情愿
地仿佛飞蛾扑火一般扑过
去，‘因为它就在那里’。我
甘愿在以后的人生中追随着
理查德·费曼的研究之路穷
尽毕生之力。”党畅说。

党畅：树立目标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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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墨涵，2017 届漯河
高中毕业生，今年以698分
考入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

“三载青春磨利刃，一
朝昂扬展锋芒！”见到记者
后，李墨涵告诉记者，这是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回顾他
这三年的求学路，无论是一
路领航的老师，体贴入微的
父母，又或是朝夕相伴的同
学都给予了他极大帮助。

“三年前的夏天，我们

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
决心，迈入了漯河高中的大
门。”李墨涵说，他还记
得，在高三这段短暂充实的
时光里，当睡眼惺忪的他赶
到学校，班主任赵孝伟老师
早已在教室中等待，看着班
主任充满信任与期待的眼
神，一种不可名状的温暖扫
除了他的困意。当紧张焦虑
的李墨涵为高考忧心不已，
老师们总能捕捉到他情绪细
微的变化，及时为他进行心
理疏导。李墨涵说，高三时
有段时间他的英语成绩有所
下滑，李贺云老师主动帮助
他分析问题，传授学习技
巧，在她的帮助下，李墨涵
的英语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李
墨涵告诉记者，大学期间除
了顺利完成学业以外，他还
要多多参加清华大学的社团
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多多
锻炼自己的情商。同时要时
刻相信自己能行，在清华这
个大舞台书写自己的精彩人
生。

李墨涵：一朝昂扬展锋芒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每到初中、高中学生放学
或上学的时间，校门口总会停
有不少接送学生的车辆。而在
这些车辆中，有一部分车辆是
商务用车或面包车。这些车并
不是接到一名学生后就出发，
而是接到几名学生后才从学校
门口驶离。

8月17日上午，记者先后
来到淞江路、嫩江西路等位于
这几条路上的高中看到，一些
面包车、商务车停在学校门
口，在这些车的挡风玻璃上有
一张广告纸，上面写有接送学
生四个大字，在这四个大字下
方写着接送学生的范围以及联
系方式。“这些车都是接送学
生的。”一位在此等待学生放
学的家长告诉记者。

心疼孩子 家长选择拼车

“ 我 家 住 在 森 林 庄 园 小
区，我准备过几天让孩子也拼
车上下学。”市民赵先生告诉
记者。他说，由于他们家离孩
子上学的地方有些远，而且他
不能保证每天都接送孩子上下
学，所以他只能选择让孩子拼
车。

说起让孩子选择拼车的原
因，赵先生说，除了不能保证
每天接送孩子外，也是不想让
孩子受罪。“现在的天气还好
一些，比之前凉快了点。”赵
先生说，冬天天气较冷，夏天
天气又较热，每天让孩子骑车
上下学，他于心不忍。“这拼
车去上学，比他骑车去上学快
不少，还能给孩子省出一部分
休息时间。”

市民王女士认为，让学生
拼车去上学，比孩子自己骑车
去上学会安全些。“现在路上

车那么多，孩子放学的时候天
都快黑了，自己再骑车回家，
肯定没有坐车回家安全。”王
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因为安全
原因才选择让孩子拼车上下
学。

多数车辆为私家车
无运营资格

8月17日下午，记者根据
一则拼车广告上的联系方式，
联系上该车车主。

“从森林庄园小区到淞江
路上这所学校，一个月只需要
300 元。”这位车主告诉记者，
据他所说，他的车是去年买
的，还没有跑够一万公里。目
前，他专职接送学生上下学。
这位司机说：“你要定位置的
话就赶紧定，车上没几个位置
了，快被定满了。”

当记者询问他买的都有什
么保险。该司机说他购买的保
险比较齐全。“保险我该买的
都买了，一年保险都花不少
钱。”这位师傅告诉记者，他

平时路上开车比较慢，会特别
注意安全的。但是，当记者询
问他是否持有营运资格时，该
司机说，他并没有这个证件，
还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接送学
生的车都没有这些证件。

拼车存隐患 家长需注意

记者发现，这些接送孩子
的车辆多数为私家车，并不具
备运营资格。而且多数家长也
没有意识到，让孩子乘坐此类
车辆存在的危险性。一些家长
认为，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将孩
子定点送到学校，再定时接回
家就可以了，有没有正规的营
运资格证，并无大碍。

就此，记者联系了河南澜
业律师事务所的蔡俊涛律师。
蔡律师告诉记者，拼车接送学
生看上去很不错，但只有获得
营运资格的司机才可以在这么
做。就目前来看，大多收费的
拼车司机已经构成非法营运。
蔡律师建议家长以后尽量自己
去接送学生上下学。

拼车接送学生 安全谁来担

校外接送学生的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