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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小学生打闹，竟引发妈妈群里吵架

孩子之间发生冲突
家长要怎么办？
市德育专家：不要主动介入，多鼓励孩子自行解决

在学校里，同学之间时常会发
生一些小争吵或冲突，由于孩子个
性单纯，往往发生摩擦后很快就会
言归于好。但有些时候，家长的直
接干预可能会使得原本简单的事情
被无限放大，进而矛盾升级。面对
孩子同伴间的冲突，家长得知后该
怎么处理呢？记者就此事专门进行
了采访。

记者 吕恺

为了替娃出头
“熊家长”在群里吵架

在丽水就读小学五年级的男生小强和小

宁是同班同学，平时经常一起玩耍。一天放

学，在学校门口，小强对小宁说了几句挑衅的

话，小宁很是生气，便对小强动了手。恰巧，正

好来接孩子回家的小强妈妈目睹了小宁对小

强动手的举止。

看到自己孩子被其他同学打了，小强妈妈

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小强妈妈便上前数落

了小宁一顿：“你怎么动手打小强呢，你先动手

就是不对的，再这样我就告诉老师了，不准再

欺负小强了。”

可明明是小强先对小宁说了粗鲁的话，小

宁很是郁闷。回家后，小宁将事情告诉了妈

妈，小宁妈妈也十分恼火，不仅给班主任打电

话质问情况，还在班级微信群里发了几段过激

的言辞。

一时间，为了维护孩子的权益，两位妈妈

便在班级群里发起了争吵，你一句指责，她一

句谩骂，形势愈演愈烈，其他学生家长纷纷在

微信群里劝架，希望大家相互理解，平息这段

纠纷。

后来，经过班主任和其他家长的劝说下，

班级微信群里才渐渐安静下来。为了避免类

似事情再次发生，第二天，在班主任的要求下，

双方家长和孩子一同来到学校，把事件的整个

经过全部复盘后，解开了心结，两位妈妈才反

思到自己一时的冲动，纷纷向对方和两个孩子

致歉，这件事才最终完结。

面对同伴冲突
家长往往越帮越忙

类似的同伴冲突在校园里时常发生，老师

对此有何看法呢？记者采访了丽水市德育名

师、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刘海勇老

师。刘老师表示，和同伴发生冲突，暴露出孩

子人际交往能力的缺陷，也是孩子们向家长、

老师发出的求助信号，需要家长给予人际交往

能力的培养。如果家长给孩子错误的支持，孩

子不仅不能得到能力的提升，甚至因为误解误

读，发展成不良的行为模式与品性。

“在我们日常的同伴冲突中，往往是家长

直接出面来沟通，而孩子是没有参与其中的，

处于被动的状态，不论家长在最终的结果中获

得‘胜利’或‘失败’，孩子和同伴的冲突依旧会

继续上演。”刘老师说，面对孩子与同伴发生冲

突时，首先家长在情绪上可能比较激动，要么

是对他人的孩子实施报复，要么是对自己的孩

子实施惩罚，在此过程中带动了孩子的仇视心

理，想着继续借下次的同伴冲突获得“补偿”。

其次是立场偏颇，本着保护自家孩子的本

能，很多家长坚持自家的孩子都是“听话的、老

实的、吃亏的”，于是一出手就是责怨对方，教

育对方，并且要求处理问题的教师及对方的家

长一定要好好管教管教。

刘老师介绍，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心理，

如果自己一方受伤，无论如何都要对方全责，

负担全部费用，从来不考虑自己孩子的责任。

如果是对方受伤，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孩子开

脱，一定要强调“不小心的事都是有的”，即便

是 10元、20元的费用都不愿意承担。

另外，就是安全保障和消极语言的问题，

家长都有可能会为孩子继续挑起下一次的冲

突埋下“导火线”。

“家长直接出手，替代解决，只会让问题缠

绕着孩子，孩子只会在重复演绎着各式各样的

冲突成为‘问题孩子’的代言人，家长如果这般

介入对孩子的同伴冲突，可谓是‘雪上加霜’！”

刘海勇老师说。

家长要给建议
鼓励孩子自己处理

有句话叫“小孩打架不记仇”，也许恰恰是

因为孩子不像成人那样较真。对孩子们来说，

没有“吃亏与不吃亏”的概念，所谓“吃亏与不

吃亏”都是家长的想法。在孩子的世界里，他

们虽然刚刚打闹过，但眼泪一干又一起亲密无

间地玩耍了。

孩子发生争执是避免不了的，家长该怎么

处理呢？刘海勇老师介绍，首先要判断这个冲

突是否是“正常”的，因为孩子间的打闹很多时

候是在玩游戏，他们偶尔会动手动脚，但尺度

还没有把握。因此，家长可以提醒孩子玩闹的

时候不要动作过度，不要伤害对方的身体。

“孩子冲突后也是他们自己处理问题的过

程，这可以锻炼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家

长不用直接插手，否则的话可能会让事情变得

更复杂。”刘老师说，当孩子不知道如何处理与

同伴间的冲突，向家长寻求帮助时，家长应该

引导孩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事情的实

际情况来处理，如果事情较严重，应与老师和

对方家长共同商量解决之策。如果责任在自

己，应主动向对方道歉，责任在对方，应明确告

诉孩子这是一种错误行为，以免模仿，并鼓励

孩子敞开心胸，不要斤斤计较。若是原则性问

题，则要教育孩子学会用适当的方法争取自己

的权益。

“家长的一言一行，孩子都看在眼里，家长

更不能因为孩子间常发生争吵和纠纷，就限制

孩子与同伴交往，而是要创造条件，鼓励孩子

与人交往，让孩子在冲突和纠纷中获得体验，

增长与人交往的经验。”刘老师说，如果双方

家长都知道孩子发生冲突后，应该诚恳地交

谈，彼此谅解，友好地解决问题。

此外，刘老师也表示不提倡家长插手并不

等于家长什么都不管了。他说：“如果孩子面

临危险，长期解决不了同伴间的矛盾，需要家

长了解、参与，并帮助孩子协调解决。当然，家

长介入时需要放宽心态，摆着协助的态度，而

不是主动地解决，家长应该给予孩子表达的信

任和支持，多多鼓励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以

此促进孩子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