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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

v1.通过投射活动和讨论交流，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的亲子关系状况。

v2.引导学生反思与父母相处时不适当的态度、情
绪和行为方式。

v3.通过探讨解决亲子冲突的有效方式，增强学生
对和谐家庭生活的责任感。



活动准备

v1.确定“情景再现”栏目参与表演的学生。

v2.印制课堂记录卡，有条件可以为“涂鸦”作业准
备彩色笔。

v3.学生分组6~8人一组，可采用字母或数字分组
法，每组坐下后报数，指定某数字为组长。



活动过程





NO.1   “调节剂”——   
你是沟通家庭成员关系的桥
梁，可以获得融洽的亲子关
系。

NO.1“受气包”—— 与父
母沟通比较困难，需要听指
挥，不太容易按照自己的意
愿做事。在亲子关系中比较
消极和被动

NO.3“指挥官”—— 喜欢
支配家庭成员，希望父母可
以听自己的指挥。自我中心，
容易因对父母不满意，出现
冲突。

NO.4“开心果”——   对
父母比较依赖，乐于参与家
庭事务，强调平等互动的关
系。

NO.5“中间派”——   平
和的亲子关系，家庭矛盾较
少。自觉按照父母要求做事，
坦诚，有礼貌，略显拘谨。

NO.6“旁观者”——   对
父母的事情不大关心，或者
难以介入，比较独立。与父
母或其中之一关系相对疏远。





v总结四个基本方向：

v（1）学习问题（时间安排、学习状态、方法策略
）；

v（2）生活习惯（个人卫生、喜好的形象、作息安
排）；

v（3）日常活动（课外活动、社会活动、消费、嗜
好、朋友）；

v（4）文明礼貌（父母、长辈、客人、公众场所）
。



v 活动三：家庭冲突情景再现

v  指导语7：家庭中冲突比比皆是，不过俗话说“当
局者迷”，今天我们就作为旁观者来品评一下吧！

v  指导语8：我们先请4组同学为我们表演一下几
种家庭冲突，同学们认真看看，是不是有很熟悉
的感觉。表演完后我们要评个最佳表演奖，看看
哪位同学最具表演潜质。

v  提示：素材如下，可以酌情替换。

v﹒A“迟归”
v  妈妈：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放学不赶紧回家
，跑哪里去了？竟然晚回来一小时！

v  小明：胡说！我晚回来50分钟！



v  妈妈：啊？！混小子······
v·B“我就不”
v  （小琳刚要站起来回房间写作业）

v爸爸（边翻看报纸边说）：小琳，还看电视，几
点了还不去写作业？

v  小琳（坐回沙发，瞪着爸爸）：我就不写！你让
我写我就写啊。我就磨蹭！我厌学！

v·C“您了不起！”
v  爸爸：看看你的成绩单！整天跟那些不学习没出
息的小子胡混！不干点正事儿！

v  小强：是啊是啊，我们学习不好，没法跟您比，
您了不起！您会得多，抽烟喝酒打麻将，全是正
事儿。



v·D“连环爆炸”
v妈妈：不就看个电影吗，头梳个没完！电影院里
黑乎乎的谁看你啊！再折腾甭去了啊！

v  小馨（气氛，停顿，故意减慢速度梳头）：（小
声）讨厌！

v  爸爸（推门进来，高兴）：小馨，又磨蹭，快点
儿，时间快到了啊！

v  小馨：催催催，就知道催！不看了行吗！（扔掉
梳子回房间）

v  爸爸（莫名其妙）：怎么了？不去？这不是你一
直要看的吗？（问妈妈）她怎么了？

v  妈妈：怎么了？还不是你惯的！



v指导语9：小品都表演完了。我们要感谢参加表演
的同学！演技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请
大家结合同学们表演的案例，分组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生活中难免跟父母有矛盾和冲突，如何
避免？第二：避免不了的时候该怎样化解呢？

v  请组长做好笔记，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看看哪
个小组的办法又多又好！

v提示：可以小组分工，快速分析。

v指导语10：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下面我们就集思
广益一下，说说如何避免和化解亲子冲突。

v总结要点：（屏幕显示或事先总结在稿纸上）。



v（1）公平地争论

v  不要纠缠细节（50分钟不是一小时），减少攻
击性，少翻旧账，听清、听完对方说什么，再表
达自己的意见。

v（2）尊敬的态度

v  再平等的亲子关系尊敬也是必需的，口不择言是
引发亲子冲突最常见的原因。

v（3）合理宣泄消极情绪

v  攻击性的宣泄最伤害人际关系，找“替罪羊”容易
引发连环事件，尽量忍耐。

v（4）选择场合和时机

v  不要在父母心情差、忙、累的时候表示不满，有
外人在时，或者公共场所不要与父母争论。





第四单元  人际交往篇

           ○  “家和靠大家”活动记录卡  ○
姓名：____班级：____学号：____组长：____  
 1.火柴人之家

2.追根究底

讨论记录：

3.情景再现

讨论记录：



v4.涂鸦作业



1.本课设计理念：

v  学校心理辅导课程中，亲子关系是比较重要的内
容。初中生处在青春期身心变化速度最快的时期
，内心冲突最为激烈。在初中生所面对的人际冲
突中，亲子关系问题的比重较大。亲子矛盾很多
源自于父母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孩子的自我中心
、逆反心理以及冲动任性也是重要诱因。根据不
同学情，从不同的点切入，引导学生不一味地怨
责父母，形成主动从自身寻找原因的意识非常重
要。此外，还要帮助学生分析掌握合理解决亲子
矛盾的要点，学习如何化解冲突。



v本节课为初中二年级学生设计。初二学生大多处
在情绪波动最为明显的时期，也是亲子冲突的高
发期。以帮助学生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为切入
，主旨在于引导学生客观分析亲子冲突，从自身
找原因，探讨避免和解决亲子冲突的要点，体会
自身对和谐家庭生活所承担的责任。

2.相关心理学常识

v（1）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进程

v①依赖父母。对父母依然保持着一种依赖的心理
状态，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很大，随着知识水平不
断提高，眼界逐渐开阔，他们已经开始向往家庭
以外的世界，向往成人式的生活。



v②争取独立。青少年经常以摆脱对父母的依附标
志着自己已经成熟。摆脱的方式可能是自我表白
或是主动承担某些任务，当活动受阻时则可能采
取激烈的方式与父母发生冲突。这是亲子之间最
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期。

v③走向成熟。到了十七八岁，即将踏出中学的校
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家庭和社会上逐步取得
成人的地位。不过父母的影响扔继续起着作用，
由于思维方式、观念看法等方面的差异，还会引
发亲子之间的矛盾。

v（2）中学生与父母关系的四种类型



v  顺从型：

v   遇到问题从不自作主张，一切都听从父母的，很少
违抗父母之命，明明父母的意见主张不合自己的意，
也未必正确，但还是违心照父母的意见办。这种绝对
听话的学生，很少与父母发生矛盾，但对中学生个人
成长不一定有利，他们往往依赖性强，离不开父母的
指导帮助，生活自理自主能力差，缺少必要的锻炼和
考验，性格懦弱，胆小怕事。

v   亲密型：

v   与父母的关系融洽自热，感情亲密深厚，一般来说
，这类同学大多具有较强的交际能力，一旦与父母交
往中出现矛盾也善于灵活处理，但应该注意的是，交
往应有度，对父母过去随便，不拘小节，就会失去对
父母应有的尊重和礼貌。



v疏远型：

v   这类的同学在现代中学生中并不少见，他们不太看
重与父母的感情上的联系，不注意与父母交流思想，
遇到问题也不注意向父母倾诉，对家中发生的事情，
几乎持一种局外人的冷漠态度。成长中的中学生持这
种态度很不利于自己的进步。因此，培养和发展与父
母的正常关系，对这些同学就显得格外重要。

v   独立型：

v   在众多类型的同学中，要属独立型的同学最能反映
青少年固有的心理特点，对人对事有主见，既听从父
母的教诲，又不对父母的意见盲从。一方面他们遇到
问题敢于独立处理，独立负责，独立做主，渴望自己
的意见得到父母的尊重和了解，另一方面对于父母过
多的干涉由于方案而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与父母相
处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矛盾冲突。



3.可替代活动资料：

v   教师可根据不同学情，选择符合学生实际生活的“情
景再现”内容。也可以请学生编素材，表演，效果会更
好些。

v   如：嫌妈妈唠叨怎么办？

v   分组：“嫌妈妈唠叨”的同学自成一组。（A组）

v   其他同学为观察员、评论者。（B组）

v   也可以请几位母亲一起参加活动。（C组）

v   倾诉：A组同学倾诉自己家庭中的“矛盾要点”——妈
妈唠叨的具体情景，自己如何应对这样的矛盾。

v   支招B：B组同学针对A组同学或某一同学情况提出
自己的好建议。

v  沟通：C组母亲与同学沟通、谈希望，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互敬互谅，各自做应有的努力或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