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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范德育参考
【《十几岁孩子的正面管教》书摘】

第七章 家庭会议对十几岁的孩子管用吗

——一个能教给孩子很多东西的养育工具

1.家庭会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你在教给十几岁孩子有

价值的社会和人生技能的同时，给予并保持尊严和尊重。在家庭会议上，孩子们和父母能练

习：倾听技能，头脑风暴技能，解决问题的技能，相互尊重，在问题解决之前先冷静下来的

重要性，关心他人，合作，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承担责任，如何选择对涉及到的每个人都尊

重的解决方法，社会兴趣，如何通过相互尊重地分享控制权和责任，来避免权力之争，学到

错误是成长的大好机会，给每个人一个感受到归属感和价值感的机会，全家人一起享受快乐。

2.家庭会议为父母提供了做到以下几点的一个机会：

（1）避免事无巨细地干预孩子，让孩子能够学会自律。

（2）以能引起孩子倾听愿望的方式倾听他们。

（3）通过这种家庭传统，留下一个好的记忆。

（4）将他们希望孩子学到的所有技能做给孩子看。

3.在家庭会议上，在你们一起探究感受、发现各自眼中的现实并一起寻求家里问题的解

决方法的过程中，你就能帮助你的十几岁孩子形成良好品行。你的十几岁孩子会通过给予并

接受致谢，学会“寻找好的方面”。

4.在家庭会议上，有些问题可能得不到解决，而只是得到了讨论。这没关系。因为十几

岁的孩子们，甚至配偶之间，对同一件事情感受到的现实会完全不同，重要的是，家里的每

个人要有一个时间能说出来，并得到尊重的倾听。要记住，倾听并不意味着同意，而是意味

着更多地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

5.有效的家庭会议的指导原则：

（1）要设定好会议开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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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以致谢和（或）感激作为会议的开始。

（3）通过询问议程上是否有任何议题因为已经得到了解决而需要删除，或者是否有任何

议题需要最先讨论，来确定议题的讨论顺序。

（4）逐项讨论每一个议题，并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观点，其他人不要评论或批评。

（5）如果问题需要不止一次讨论，就要通过头脑风暴寻求解决办法。

（6）要选择一个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一致同意），并试行一个星期。

（7）难以解决的问题先搁置起来，到下次家庭会议时继续讨论，到那时，家庭成员就有

了更多的时间冷静下来。

6.改进家庭会议的提示：

（1）要在每周的同一时间开家庭会议，而不是只在遇到危机时才开。

（2）尽管家庭会议对年龄较大的孩子很有效果，但由于他们很忙，有时很难安排时间。

有一个家庭通过在每一次家庭会议结束时确定下一次会议的时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3）一起解决问题，是需要时间和练习的，但是，目标是取得进步，而非追求完美。

（4）要确保孩子们感觉自己得到了认真对待，并被当做家里重要的、有贡献的一员对待。

（5）当有人在家庭会议上发言时，其他人都应该尊重地倾听，不要争论或更正。

（6）让家庭成员轮流主持会议或记录会议的决定。

（7）在寻找议程上的问题的解决办案时，一致同意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不是每个人

都同意的一个决定，不同意的人将会破坏有可能取得的任何进展。

（8）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不试图决定解决方案，往往是很有帮助的。对于争议极大的问

题，可能需要通过好几次家庭会议才能达成一致。

（9）如果你的家人无法达成一致，也没关系。要接受这种悬而不决的状况，这往往意味

着让事情保持原状，或者按照父母说的去做，直到在将来的会议上找到解决办法为止。

（10）父母应该确保自己不垄断发言的机会。说教或发号施令会破坏家庭会议要达到的

目的。

（11）专注于解决争议较少的问题，比如娱乐时间的确定、零花钱等，直到孩子们相信

他们的看法是家里想要并尊重的。

7.相对而言，如果十几岁的孩子参与制订家务活的计划，他们会更有动力做家务。我们

说“相对而言”，是因为家务活是父母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不是孩子们的。作为父母，你的任

务不是要让孩子喜欢做家务，而是得到他们尽可能多的合作。

8.需要记住的和善而坚定的养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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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在问题发生当时的激动情绪中处理问题，要在冷静下来之后用家庭会议解决问

题。把问题放到家庭会议的议程上，就在家庭会议之前留出了冷静期。

（2）家庭会议值得你为之付出努力，因为你的十几岁孩子在参与过程中能感受到强烈的

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3）家庭会议是一个讨论问题而不必为提出解决着急的好场合。

（4）定期开家庭会议才能起到最好的作用，而不是在危机发生时，或在父母突发奇想时。

（5）除非你们能就一个问题达成一致，否则，不要引入新的办法。要按照你们现行的办

法做，或者由一位父母决定暂时怎么做。然后，要继续讨论，直到所有家庭成员找到他们都

能接受的办法。

（6）要运用家庭会议讨论任何和所有议题，无论是平常事还是特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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