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亲子关系—做更好的陪伴系列三

教学课题 亲子关系—做更好的陪伴系列三

教学对象 小学 1-6 年级学生

教学时间 40 分钟

教学地点 教室或空教室

教学方法 游戏、讨论

教学目标

1．促进学生与家长（目前照顾孩子的人，下同）之间更深入的沟通

与了解；

2．启发学生，关注与家长相处时的模式、多一点帮助和同理心，为

其提供一个换位思考的机会。

名称 目标 时间 内容

游戏：

身体密码

调动

学生

积极

性活

跃气

氛，为

下一

环节

做铺

垫

12

分钟

游戏比赛规则：

1、将学生分为 4-6 组（8-12 人/组）

2、每组推荐 1-2 名裁判员（或由教师选定两名学

生），将每组的 1-2 名裁判员分入其他组当裁判。

例：一、四组裁判员交换，二、三组裁判员交换。

3、第一名学生面对老师站好，其余组员依次背对老

师按顺序站好，教师告诉第一名同学一个数字（小

于 100），例如：23 。第一位学生通过身体语言

将此数字传递给下一名同学（拍下一名同学肩膀，

下一名同学转身），接收到信息密码后，继续转身

面向后一位同学传递，传递完的同学需要转身回

到原位，直至最后一名同学接收完数字密码并汇

报所收到的数字密码是多少。（注意：1、教师在

讲解游戏规则时，规定左侧身体表示十位数，例

如，左脚、左腿、左手、左眼睛等等；右侧身体

表示个位数，例如，右脚、右腿、右手、右眼睛

等等，此环节教师只需提示左右各代表十位和各

为即可，如何用肢体表达数字无需提示；2、教师

提示在整个游戏数字密码传递中，不可有任何的



语言提示，不能用笔写出数字，并且每位成员不

得重复相同的传递方式，传递完的同学也不能有

任何的交流，此过程由各组裁判长监督，一旦违

反规则，本组游戏结束。）

4、由裁判长记录每组游戏时间，时间短，信息传递

准确的组获胜，最终获得小奖品。

备注：（在此环节中，针对低年级组同学（1-3 年级）

将此游戏改为“大风吹”的热身活动；教师分组可按

照平常作业小组分，以节约课堂上分组的时间）。

设计目的：通过此游戏，引导学生，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传递和表达方式，让对

方明白我们的意图，除了简单的身体表达，更多时候需要我们动脑筋来想如何更

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图达成自己的愿望？当我们的队友传递错误的信息时，我们

的心中是否充满了对他的抱怨？我们又是以何种方式来对待他们呢？在班级如

此，在团队中如此，那么在我们最亲密的家庭亲人中呢？当我们的想法和父母有

冲突时，同学们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思维转换站

引发

学生

情绪，

提示

和引

导学

生换

位思

考。

25

分钟

此部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吐为快”

（即发牢骚），主要目的是引发学生情绪，寻找矛盾；

第二阶段为“思维转换站”，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思考

矛盾产生的原因以及锻炼学生换位思考的能力。

一、 一吐为快（10 分钟）教师发放白纸，以小组为

单位，每位同学写出或说出三条自己认为最想

抱怨和最想发牢骚的事情。简单写在白纸上，

以小组为单位，每组至少两名同学发言。

（教师引导：例如，我想玩游戏，爸爸不让我玩；我

想买零食吃，妈妈不让我买；晚上我想看电视，奶奶

总让我早早睡觉等等。学生与家长常见的矛盾见附件

1，教师可提前备课，做好引导环节）。

二、 思维转换站（15 分钟）

根据上一环节中，学生发牢骚的问题，教师进

一步引出以下问题，在小组中先挑选一名同学

来分享自己上环节中最想发牢骚的事件，并思



考老师现在提出的问题，其他小组同学思考，

并做好分享自己问题的准备：

1、我最想要发的牢骚是什么？

（例如：我想买零食，父母不让买）

2、父母要求我们这样做/不做的原因是什么？

（例：父母为什么不让我们买零食吃呢？因为他

们觉得零食危害身体健康……）

3、父母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买零食会让父母生气，他们生气的原因是什

么？一可能是零食危害健康，二可能父母觉得我

们不懂事，买零食很浪费钱……）

4、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你跟父母的关

系呢？

(此环节比较抽象，小学生难以归纳原因，教师

可间接引导，例如，你有给父母表达过自己的想

法，有和父母沟通过吗？你有没有动脑筋想过用

自己的方式取得父母的赞许，并达成自己的愿望

吗？沟通方式，教师可参考附件 2的建议，结合

学生的问题，集中给出学生有效的沟通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

备注：1、思维转换站环节，教师可提前发放白纸，提前做好 PPT 将 4 个问题依次

呈现在黑板上 2、此环节结束后，教师收掉所有同学的白纸，以对学生目前和家

长的矛盾现状做更深刻和有针对性的了解，方便后期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辅导

工作和家长的沟通工作。3、教师可适当性的延伸最后一个问题，即和父母的沟通

如果无效，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如若父母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来达成我们的愿望，

你有没有采取过适当的方式达成自己的愿望呢？你都采取过哪些方式？（比如，

收集废品，饮料瓶等，通过自己努力的行为来达成愿望，并获得父母的认可呢？）

总结
完善

总结

3

分钟

依据课堂活动中学生的焦点问题，联系我们游戏环

节，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并告诉学生有哪些有效的

方法可以增进我们的亲子关系。



附件 1

父母和孩子的矛盾焦点：

1.孩子有心事，不愿和父母沟通。

2.孩子想吃好吃的，父母不愿买。

3.孩子玩电脑，父母反对。

4.孩子考试成绩不好，父母总是唠叨，令孩子很烦。

5.孩子总是认为父母不关心自己。

6.小孩子喜欢先看电视再写作业，父母就喜欢让孩子先写作业。

7.大一点的孩子，喜欢写日记了，有自己小秘密了，可家长出于关心和好奇会想

法设法去看。又有矛盾。

8.参加各种补习班，孩子哪有自愿喜欢的呢？

9.关于压岁钱，谁不想自己的压岁钱自己管理？家长非要自行管理孩子的压岁钱。

10.孩子想吃零食，父母为其健康着想不准。

附件 2

沟通小秘籍：

1.选择你与父母都高兴的时刻与最适宜的场合。

2.避免与父母正面争辩。

3.从父母需要什么的观点来达成自己的心愿。

4.相对付出与行为配合。

5.沟通不一定一次就可达成，一次不成功，找机会再一坎，多次沟通可以转变父

母的观念，最后就成功了。

6.间接沟通，有些事，可以藉第三者对父母转述你的问题，也许是阿姨、舅舅，

总之，是一位与你父母关系好、谈得来的人，他的转述，可以加上劝说，常常可

以打破沟通的僵局。

7.借助文字的魔力。有时候当面讲不清楚，或者父母无时间听，你可以写一封情

文并茂的信，以打动父母的心，父母看到你写的信或小卡片，会有思考空间，想

想是不是你说的有理，你也可以利用不同的节日，如母亲节、父亲节、爸妈生日，

写个祝福小卡片，讨父母欢心，对沟通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