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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早教B06

“家庭是学习人际关系的第一站。”从事早教
工作多年的冯老师介绍，一提到培养孩子的人际交
往能力，很多家长首先想的就是把孩子送到幼儿
园、早教中心、小朋友中间去，岂不知，家庭才是培
养孩子人际关系的第一站，“因为儿童与人交往的
技能首先是在与家人的情感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儿
童会在与父母的情感交流中学会获得爱和表达爱
的方式，学到基本的说话方式、手势、表情和交往方
式。孩子的情感经历和体验，对于孩子情感的健康
发展和与人交往能力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冯老师分析，近年来，我国独生子女这种特殊
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孩子的家庭生活方式
为：一人玩耍、看电视或与老人、父母一起玩等。现
代居住环境不断变化，人们居住的场所逐渐具有高
层封闭的特点，邻里之间咫尺天涯，互不往来，影响
着人与人间的沟通。这种处境使得孩子缺乏与人

交往的机会，造成交往能力低下。据相关资料显
示，许多儿童不能与他人正常交往的原因，就是因
为他们在生命的早期没有学会基本的社会交往技
能，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和别人交往。因此，冯老师
提醒细心的家长，从小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培养孩子
的交往能力，要给予孩子一个充满爱的温暖家庭，
父母孩子要经常一块游戏、娱乐，在这种家庭中生
活的孩子从小就会有一种喜欢与人交往的态度，而
孩子在外遇到的挫折和苦恼，也会因有这样的家庭
温暖而很快愈合。此外，还
要为孩子创造交往的环境与
氛围。从小为孩
子创设多种人际
交往机会，这对以
后的成长也非常
有利。

交往能力是指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通过与人和周围环
境的接触交往合作，掌握社会规则及语言或非语言性的交往
技能来逐步适应社会的一种技能。21世纪对人的综合素质和
基本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具备竞争意识，也要具有合
作精神，实践证明，如果一个人有良好的交往能力，那么他将
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将被社会淘汰。

那么作为家长，如何从小就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使
孩子成为小朋友、老师、家长们喜欢的对象，本期记者再次采
访了相关专家。 晚报记者 吴幸歌

他们这样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
朋朋妈妈：邀请小朋友来家里做客
可能是老人带孩子的问题，儿子很内向，

不爱说话，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有时一
个玩具一个人能玩上半天。为了培养他的
通沟能力和交往能力，从他一岁左右，我就
经常邀请朋友、同事家的小朋友周末到家里
来做客。刚开始，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儿子
有明显抵触情绪，不太答理对方，还使劲看
紧了他的每一项玩具，不允许别人动，更不
许别人玩，可慢慢随着接触的增多，当他意
识到对方没有恶意的时候，他开始有了喜欢
的小朋友，会主动把玩具递到自己喜欢的小
朋友的手中，并主动把自己的零食分给大家
吃。每到周末，还会盼着大家来，我觉得这就
是一种进步。

乐乐妈妈：引导孩子自己购物
通常去超市，很多父母都会主动代劳帮

孩子挑选食物和玩具，可我从来不这样，因为
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次锻炼孩子的机
会。每次去超市，我都会单独帮儿子提一个
篮子，同时给他限定一个购物金额，如果他喜
欢什么，想要买什么玩具、零食他可以自己挑
选并向工作人员咨询价格，如果价格超出了
他的预算，他可以咨询工作人员，有没有更便
宜一点的，或者给我商量，并从下次的购物金
额中提前支出，在整个购物的过程中不仅培
养了孩子的沟通能力，更教会了孩子如何理
性消费和购物。

此外，每次外出吃饭，坐车等，我们也会
试着让他点菜，向服务员要茶水、买票等，无
形中也得到了锻炼。

桐桐妈妈：多带孩子出去接触
女儿今年6岁，口齿伶俐、聪明可爱、礼

貌待人，是同学眼中的好朋友，更是老师眼中
的好学生。很多朋友都问我是怎么培养的，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小时候我
工作特别忙，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将他带在
身边，而我的工作每天都要接触很多人，而她
从小也跟着我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每次
见到陌生人，她一点也不胆怯，还会主动地根
据别人的年纪，相貌来判断叫叔叔、阿姨、奶
奶、姐姐等，有时我工作太忙，她还会帮我接
电话等。

现在一有机会，或朋友、单位有什么聚
会，我都会带着她，我发现从大人的交往和交
谈中孩子可以学会很多，这对她的人际交往
也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在交往
中，懂礼貌、会合作、分享、守规则的孩子往往受
同伴欢迎，那么，作为父母，我们该如何培养孩
子的这种能力，使其成为能和同伴友好相处，受
同伴所欢迎的人呢？郑州启乐园的孙老师建议
家长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冯老师介
绍，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要交往就要靠有效的语
言沟通。儿童3～6岁及8～9岁是语言发展的重
要时期，因此，家长要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语言
理解能力和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口齿清楚，说
话流利的孩子与人交往的机会多，朋友也多。平
时，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听故事，多讲故事，多编故
事，有意训练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利用幼
儿感兴趣的话题与他们一起讨论；利用文艺作品
教孩子复述；在日常生活中让孩子经常讲述自己
经历的事或所见所闻。

其次，教孩子使用礼貌用语。如：如何与人
打招呼、接电话的用语，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
向他人问路、请教等。当孩子在熟人或者陌生
人面前能够很好地使用礼貌用语的时候，通常
会得到对方的良好反馈，这对增强孩子交往的

信心大有益处。当孩子得到别人的赞扬和鼓励
的时候，他也会更乐于交往，这在无形中增加了
孩子主动交往的机会，孩子的交往能力也会得
到相应的提高。

第三，要教给孩子一些交往技能，帮助孩
子初步懂得与人交往和相处的道德准则，使孩
子学会正确识别交往中问题的原因和特点。
如教育孩子多考虑小伙伴的建议和意见，观点
不一致时，要互相商量，游戏时要遵守规则，
输了不要赖，想和别人一起玩时，要有礼貌地
提出要求：我也一起玩好吗？咱俩交换玩具行
吗？再比如，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可以采用很多
的方式，但我们要选择其中最合适的、最好
的。通过比较，让孩子在感性上有所认识，在
面对矛盾时，能利用已有的经验去尝试处理矛
盾。当然，这些能力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我们
不要操之过急。

最后，家长要舍得放手。孙老师介绍，很多
家长一见孩子间产生了矛盾便立即介入去平息

“风波”，替孩子处理矛盾，这样就会错过良好的
教育契机，可以抱着“等一等”的心态去观察，让
孩子自己来处理，当孩子力所不可及时再介入

也不迟。其实，在矛盾中，可以锻炼孩子的很多
能力，如思考能力、交往能力、观察力，理解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让孩子自己来化解矛盾，孩
子可以从中获取很多。

此外，家长还要善于发现孩子的进步并及
时进行积极评价，并适当夸大这一进步。孩子
虽小，可都有强烈的自尊心，如果家长及时地、
经常性地表扬孩子，使他觉得“我很棒”，就会充
满自信地与人交往。

培养孩子交往能力从以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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