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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孩子在家里的时间延
长，家里的“熊孩子”活泼好动，玩闹的时候
免不了磕碰，比如摔破膝盖、擦伤手指等。

遇到这种情况，父母应该如何处理？

儿童擦伤后如何处理？

如果孩子只擦伤了表皮，稍微有一些出
血，不是很严重，这种情况下，父母可以在家
自行处理。

建议家中常备酒精或者碘伏，出现这种擦
伤，用酒精或者碘伏进行消毒，抹一点红霉素
软膏，用纱布盖上，然后再观察两天。如果没
有红肿等感染的情况，一到两天后打开纱布，
再清洁一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孩子发生擦伤，出现以下的情况，建
议尽快去医院就诊。

比如摔倒的地方比较脏，擦伤的伤口上有
一些土，或擦伤在面部比较重要的器官上。

儿童刺伤后如何处理？

现在，孩子的玩具越来越多，如果玩具不
小心刺伤了他们，该如何去护理呢？

孩子被刺伤，一般多由一些尖的针、竹片
或者玻璃等物体刺伤，这些伤口大多看似很
小，但是伤口很深，伤口中的污物不易被排出。

特别是被一些脏的东西刺伤，比如生锈的
钉子等，一旦发生很容易感染破伤风杆菌，有
得破伤风的风险。

面对这样的伤口，在就诊前，家长可以在
家进行初步处理，比如可以用镊子把刺伤的东
西给夹出来，夹出来后，用手挤一下伤口，尽
量能够挤出污染的血，然后用酒精或者碘伏，
消毒周围的皮肤，拿干净的纱布进行覆盖。

如果刺伤的的伤口过深伤口过深，，家长们不能进行很家长们不能进行很
好的操作好的操作，，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在医院在医院，，医生除了会对伤口进行清创医生除了会对伤口进行清创，，还还
会建议注射破伤风抗毒素会建议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避免伤口感染破伤避免伤口感染破伤
风杆菌。 （据新华网）

在日常生活中，以下这些沟通模式，
是否经常出现在你家呢？

1.指使命令模式：“到时间了！马上回
房间！”“不许哭！赶紧回家。”这种模式会
让孩子感到不被尊重，激起怨恨、恼怒和
敌对的情绪。久之，孩子会疏远和反抗，
叛逆期管教风险升高。

2.威胁惩罚模式：“你要是不听话，你
的玩具也别想要了！”这种模式用孩子不服
从的后果来吓唬孩子。孩子自然把注意力
集中到威胁的部分，而无法冷静反思自己
已经做的事情。我们大人不喜欢被威胁，
孩子当然也是如此，家长经常性威胁，只
会让孩子更加反感你的话。

3.忠告灌输模式：“听妈妈说，要有礼
貌，跟叔叔打招呼。”“你还小，听妈妈
的，不能总玩玩具，看书好。”这种我大必
须听我的模式，父母只是关注到希望孩子
做什么，却没办法让孩子接受这样做的原

因。孩子稍大后，开始有自主意识，自
然会要反抗你的“霸权”。

4.贴标记模式：“你怎么是不听
话的孩子？”“怎么这么笨，这都不
会？”“你就是捣乱，烦人精!”这种
模式是发泄父母的情绪，用负面评
价否定孩子。会引起孩子的错误认
知，自卑甚至用这些评价中的模式
去做事情。

5.反问模式：“这是谁干
的？”“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这种模式，父母其实并不是要
孩子的答案，孩子也无从回
答，孩子开始不理解这种反

问，但孩子会慢慢总结出
来，这种问题父母根本不
关心自己如何回答，只
是想让自己难堪。久而
久之，便失去了与父母
对话的欲望，心里只会
想，又来了又来了。

语言是日常沟通的
重要工具，在教育过程

中如何有效与孩子沟通？掌握基本的沟通
方法和语言技巧很重要，让孩子能听懂愿
意做，同时提升个人沟通能力，让语言成
为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便利工具。

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一些沟通技
巧，那么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许就
会更近，很多教育上的问题，也就不成其
为问题了。

放手让孩子去尝试

小孩的内心总是充满好奇，对未知的
世界总是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好奇到认
知，实践这一关键环节是绝对不可或缺
的。因为生活中存在着很多潜在危险，所
以父母总不敢让他们去尝试，害怕他们受
伤，于是进行阻止。

但我们的孩子又怎么会放弃这些有趣
的尝试呢？于是他依旧我行我素，所以当
我们对孩子的说教显得那么无力时，可以
通过日常的关心来让孩子知道对他们的
爱，让他们形成一颗感恩之心。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的关心也形成了良好的亲子沟
通，让他们知道阻止他们是在爱他们，时
间久了他们也会放弃这些危险行为，这样
的关心也比一味的说教有用得多。

同孩子换位思考

在亲子沟通中，我们也曾讨厌儿时大
人对我们的禁锢和约束，可我们长大后又
变成了那个讨厌的大人，也许这是谁也不
可避免的。只是希望我们能换位思考一
下，想想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当初。

其实，有效沟通是建立在双方相互信
任、平等的基础上，父母若经常以高高在
上的口吻跟孩子沟通，容易导致孩子爆发
式的逆反或内向的封闭。

智慧的父母和孩子谈话时，不仅要寻
求内心与孩子平等，更要在行为上让孩子
感同身受。例如和孩子沟通时并肩同行，

朝着一个方向交流，能更轻松、亲切，有
人情味。

减少对孩子唠叨

唠叨是家庭关系中的“大敌”。当父母
准备用唠叨的方式疏解和发泄内心的不满
时，不妨先想一想，这样的唠叨是否会有
效果，是否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更糟的后
果。

如果一定要说，父母也要注意就事论
事，不要漫无目的地唠叨，把陈谷子烂芝
麻的事都翻出来。若父母发现孩子不耐
烦，或自己说太多，此时最好的办法是停
止唠叨去做其他事情。

父母要先平复情绪，整理好思路，再
找其他适合的时机跟孩子沟通，或采用文
字的方式代替唠叨，这都是有效沟通的方
法。

找准时机

六个时间不宜批评孩子，再生气也要
忍着。早上，吃饭时，睡觉前，在外人面
前，孩子伤心难过时，孩子高兴时。

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换意见，最好是
在孩子有心理准备的前提下进行，这样孩
子不会觉得突然，对于父母的批评或建设
性意见也易于接受。父母不要觉得孩子时
间太紧张，就用吃饭等难得坐在一起的时
间沟通。若长久以往，不仅容易让孩子形
成一吃饭就诱发戒备心理的条件反射，进
而影响孩子的饮食和消化。

父母可以把沟通放在日常陪孩子散
步、打球、入睡前等轻松自然的氛围下，
孩子心情较为平稳的时候，这样更容易引
导孩子说出心里话。

父母与孩子沟通，也是在教孩子与人
沟通的方式，收起你的情绪，接纳孩子的
感受，主动倾听，专注于引导孩子解决问
题。 （据新华网）

父母一说话，孩子就嫌烦？
没有不喜交流的孩子，只有不会聊天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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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父母发愁地说：真不知道如何跟孩子交流，总是没说两句就没话说了，想再问点什么他还嫌我烦。

也有不少父母担忧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孩子越大就越担心，不知道该跟他聊些什么？

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担心是对的，这种担心折射出了亲子沟通的重要性。

亲子沟亲子沟通是门大学问！父母有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不良的亲子沟通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也会让父母劳心

劳神劳神、、苦苦不堪言，最重要的是，不良的沟通方式会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

仔细回想一下，当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常常“吐槽”孩子不听话，不配合，有没有反思过，自己可能存在一些问

题呢？自己说的话，孩子能否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是不是只会让孩子害怕或者更加逆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