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年轻人与

老年人出生的时代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年轻人要面对父母与自己的生活习惯、脾

气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彼此间肯定会有分歧和异议，如

此一来，“沟通障碍”很容易就出现。“有‘沟通障碍’是

正常的，只要理性看待，两代人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如

果不能正视问题，便可能会激化矛盾，平添烦恼。”

其实，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沟通障碍”并不是

很难跨越，关键是要理解各自正在经历的一切，多亲

近、理解、尊重，彼此的“沟通障碍”是可以弥合的。

尤其是年轻人，要多理解老人的心理，找到与其相处

的方法，才会让老人生活得开心，自己心里也高兴。

年轻人要多理解父母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多关

注父母在想什么，父母的生活方式怎样能更充实、快

乐，积极同父母分享自己周围的新鲜事；老人则要学

会去理解年轻人的个性化、接近年轻人丰富多彩的

生活现状，父母与子女共同向对方靠近，沟通才能变

得更有趣。

“年轻人应该多和老人进行沟通，多陪陪他们，

多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才能更加理解他们对我们

的爱。”周金妹建议，子女还可以多鼓励老人参加一

些感兴趣的活动或发展一些兴趣爱好，以丰富他们

的晚年生活。

专家：多亲近多理解，弥合“沟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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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

谈谈……”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出了父母的期盼：

希望孩子回到家，能和自己聊聊天、说说话。然而

现实生活中，多数子女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和父母说

说心里话，甚至有的子女“吐槽”：生活的烦恼跟妈

妈说说，越说越烦；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越谈越

崩。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对于两代人沟通

不畅的问题，不少年轻人和老人“不约而同”地坦

言：如果能够彼此耐心倾听，沟通便成功了一半，可

问题是，很多时候双方都无法做到耐心倾听。对此

专家建议，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应多亲近、多理解，弥

合“沟通障碍”。
□陈红王佳伟记者马冰璐

失去倾听，子女和爸妈聊天越聊“越崩”
专家：老人和年轻人应多亲近多理解，以弥合“沟通障碍”

记者对 20 位老人和 20 位年轻人的随机调查

发现，大部分老人表示，非常愿意和子女沟通，可

子女们往往无暇和自己聊天。不少老人表示，由

于和子女的想法不同，有时候一肚子话却无从开

口，不知该如何表达。

“儿子工作忙，下班后不是玩手机、玩电脑，就

是去跑步健身，根本没空和我们说话。”55 岁的李

阿姨有些失落地表示，上次和儿子推心置腹地交

流已是儿子上大学时的事了。

家住合肥市二里街社区的郭大爷说，子女们

根本没耐心听自己说话，“年纪大了，就喜欢回忆

过去，年轻人不感兴趣，也不爱听这些陈芝麻烂谷

子的事，所以根本没法好好地聊聊天。”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最盼望的事便是子女

多陪我们聊聊天，可每次我想张口说些什么，总是

被他们三言两语‘敷衍’了事。”64 岁的潘阿姨直

言，自己有些生气。

多数老人愿与子女沟通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对于老人来说，他们最

看不惯和最常“唠叨”的事便是孩子花钱大手大

脚，“出去吃顿饭，一花就是好几百；去超市买东

西，不看价格就往购物车里放；整天网购，买的都

是没用的东西……”

面对父母的“吐槽”，不少年轻人表示，最反

感老人唠叨，“不是我不想和他们聊天，而是他们

经常一两句话就让我无言以对，比如，我说最近

工作很累，原意就是‘吐个槽’，可他们不仅责怪

我年纪轻轻就怕辛苦，还苦口婆心地劝我‘好好

干’，不要在单位耍小孩子脾气……如此一来，我

哪还有心情和他们说说心里话。”30 岁的胡女士

郁闷地说道。

“我最怕的事便是我妈太唠叨了，经常一

件事翻来覆去，说了许多遍。每次我说约了朋

友去逛街，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没用的东西

别往家买。’虽然勤俭节约是好事，但她每次都

‘强调’，我真的不想听了。”25 岁的小陈不禁

“吐槽”道。

调查还发现，多数年轻人不愿意把心里话

告诉父母，在他们看来，老人和年轻人在教育问

题、婚姻问题等诸多方面存在异议，甚至完全相

反的意见和看法，因此不愿意把心里话告诉父

母，一是怕父母担心，二是即便说了，事情也得

不到解决，还不如不说。

对于两代人沟通不畅的问题，不少年轻人和

老人“不约而同”地坦言：如果能够彼此耐心倾听，

沟通便成功了一半，可问题是，很多时候，双方都

无法做到耐心倾听。

子女爱把话藏在心里

对于子女很少主动和自己聊天，调查中，有些老

人也表示可以理解，“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孩子们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可谓身心疲惫，所以不愿意和

我们沟通，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时候，他们说的

那些事，我们也听不懂，所以不如不说。我觉得只要

他们回家后，能够陪我们吃吃饭、散散步，我就很知

足啦！”78岁的王大爷说道。

还有些老人认为，子女们忙于工作和家庭，事务繁

忙，藏着一些“心里话”不愿意和老人说也是正常的。比

如，工作上的事，如果子女说了，老人不免要担心，长此

以往，也影响老人的身心健康。因此老人与其“执着”于

孩子不爱和自己聊天、诉说“心里话”，不如多帮子女分

担家务，当好“依靠”，为子女们提供安慰和支持。

调查中记者发现，也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抗拒和

父母交流，也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面临着子女不愿和自

己畅谈的尴尬。“我和儿子儿媳有着说不完的话，他

们遇到什么事都喜欢和我说说，有时候他们遇到烦

恼和困难，我也会帮忙出出主意，提提建议。我觉

得，作为父母要拿捏好‘沟通’的技巧和分寸，多理解

孩子，少唠叨，担当好‘倾听者’的角色，把握好适当的

时机，说出自己的想法让孩子参考，如此一来，彼此

间便不会有代沟。”家住合肥市王卫社区的赵阿姨还

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为了当好孩子们的‘知心人’，我

经常去社区妇联、老龄办举办的‘心理课堂’听课。”

32 岁的丁女士说，从小到大，父母一直扮演着

“朋友”的角色，“他们一直非常尊重我的选择，从来

不会干涉我的生活，所以我有什么心里话，也都会毫

无保留地告诉他们，而且他们非常开明，喜欢研究新

事物，所以和我几乎没有代沟。”

调查还发现，老人和子女都有自己的想法。互

相之间有所保留，主要还是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事

实上，想打破这种习惯，需要耐心和技巧，因此，子女

应该坐下来，听父母把话说完，倾听也是一份孝心；

与此同时，子女不愿说时，父母也要尊重和理解。

老人和子女间相互理解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