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亲子冲突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亲子冲突读后感篇一

将冲突视为一个谈判过程，有助于我们避免“要么利益冲突，
要么利益一致”的排他性的先入之见。意在强调，双方除了
在争议的变量上存在利益分歧外，他们还有极强的'共同利益
来达到一种避免对双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的结果。

抢先亮出自己的底牌，让对方为你妥协。一个大问题需要谈
判，可以化整为零先找出一些小的问题谈判，以便双方就忠
诚的长期价值形成共同的认识和必要的信心。

在对自己不利的方式移动至更糟，实际上可能提升其产出，
因为可以避免被威胁，守弱可成图强之道。

默识协调（利益共同），默识谈判（利益分歧），明示谈判
（倾向数字和计算的简化，先例的影响，现状恰如自然边界
一样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果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可以试着将问
题打乱增加噪音）

有限战争：给战争确立限制性条件（地理的限制条件或攻击
目标类型的限制条件）。

较大的让步比较小的让步更有可能性。任责是固化自身的行
为，威胁是固化自身对对方行为的反应。代理人能更好的威
胁或抵制威胁。

破坏沟通的交流渠道可以阻止威胁的发生。承诺不同于威胁，



承诺在其成功时代价是高昂的，而威胁在失败时才需要付出
代价。如果承诺超出了所需限度，而且承诺成功了，则需支
付超出必要成本的额外部分，但威胁过大指的是本身多余。

战略性威胁的特点是，如果威胁失败了其指涉的惩罚性行为
对双方而言都是代价高昂.，其目的是为了事前的制止，而非
事后的报复。

为什么行为者不是以全面战争而是以有限战争威胁来抑制进
攻？一威胁有限战争也就是以“全面战争可能触发”相威胁，
比全面战争威胁弱，更契合某种偶发条件。二是在敌人误解
我的意图时有助于形成一个中间期。三是如果敌人冲动或我
们误解或战争超出范围，以一定风险性（而非必然性）威胁
更明智。

通过使对方遭受一个共担的风险，达到侵扰和胁迫对方的目
的。恐怖平衡当且仅当双方中任一方都无法通过抢先袭击来
摧毁对方还击的能力时，平衡是稳定的。这样，避免突袭的
策略有一个最为直接而紧迫的目标，它不是人的安全，而是
武器的安全。

针对突袭的防御计划关注的首要目标不是国民的安全，而是
自身防御武器的安危，与其他裁军方案恰恰相反的是，突袭
方案建立在吓阻的基础之上，旨在防止对方发动袭击，突袭
方案是为了完善和稳定相互间的吓阻，提升某些武器系统的
整体性能，突袭方案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具有最大杀伤力以及
对公众生命财产构成最大威胁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大多属
于防御性武器，其使命主要是为了惩罚进攻者，即事后对进
犯者予以沉重打击，而非事前迫使对方解除武装，从根本上
讲，只能伤及民众，而无法打击侵略力量的武器属于防守性
武器。



亲子冲突读后感篇二

“你快来吧！父子俩又吵起来了。”接到表姐的电话，我急
忙赶了过去。

用表姐的话说，老公和儿子小强简直是一对冤家，一句话谈
不拢，就开始吵起来，要不是表姐拦着，父子俩早就动起手
了。

看着眼前斗鸡眼似的父子俩，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今天看的一
本好书《冲突背后的冲突》，书中介绍的俄狄浦斯冲突。

弗洛伊德说，俄狄浦斯冲突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核心冲突的典
型形式。

这本书是由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张天布老师所
写，他把俄狄浦斯故事转化成中国版本，详细分析中国人内
心的文化和心理上的父亲形象，轻易化解了父子间的冲突。

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只有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才可以斩草除根。同时，也可以帮助年轻的父母起到预防的
作用。

亲子冲突读后感篇三

1969年3月，在远东乌苏里江的这次战斗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苏联边境最大的战斗行动。对此，多年来在俄罗斯存在
种种猜测，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当时苏联人并不明白，中
国人为什么要占领该岛，井问道：“当中国人进入该岛时，
我们的边防军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类
似事件的发生？”。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太多，边防军根本
就无法对付他们，不得不动用正规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
事，在30年前那种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说清楚。后来苏联政



府也有意让人们淡忘此事，也只是将这次冲突描述为《1969
年3月的乌苏里江事件》。90年代初，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再也
找不到“达曼斯基岛”了，于是俄罗斯人又开始猜测，开始
议论当年的“秘密坦克”、议论关于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
诺夫上校的神秘死亡。甚至有人说“该岛已不复存在，为了
让谁也得不到它，我们已将它炸毁”。达曼斯基岛事件仍是
一片疑团。曾当过伊曼边防总队队长的退役上校康斯坦丁诺
夫，在事隔30年后做了详尽的描述。

摩擦由小到大

突。我们得到的口头和书面命令是：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
不能让挑衅者进入我国领土，但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官兵们
传播这里发生的事情、争斗。因此，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国
内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正当党的领导人宣讲共产主
义思想的时候，在漫长的中苏边界，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
几年来两个大国的士兵经常发生打斗。1968年只在伊曼边防
段双方就发生过40次打斗。1968年11月的一天，边防总队指
挥部曾向军区报告说：有可能发生武装挑衅，请求具体的书
面指示，并加强力量。一周后，边防总队司令和政委被叫到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对他们说：如果发生武装挑
衅，那就还击。但只是口头意见，不能作为依据。在相邻的
基尔金岛上也一直有一些小磨擦。1969年1—2月在达曼斯基
岛、下米哈依洛夫卡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是用棍
棒，而是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
那里抢来15支枪，并发现枪膛里有子弹，我们非常吃惊，这
使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及其副手确信，危险正在来临，如
果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一定会发生在这里。达曼斯基
岛和相邻边防队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哨所值勤人员都加强到
了50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只要中国人一出现，
我们的边防人员就向他们射击，将这些不速之客赶走。我们
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还在2月底的时候，在乌苏里江左岸
（中国一侧）就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大量的兵器，展
开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月2日夜，约300名中国军人进人达曼



斯基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从最近的观
察哨到达曼斯基岛才80米，为什么边防侦察分队没有发现这
些情况呢？主要是当时没有夜视设备，而中国人的行动是在
夜间进行的，并且边防分队早晨沿达曼斯基岛巡逻时也没有
发现可疑迹象，我们就从中国人的鼻子底下过去，他们也没
有惊动我们，也许是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

3月2日行动

康斯坦丁诺夫说：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事首长足智多谋、
训练有素、十分狡猾，选择3月2日并非偶然。在当时的宣传
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一天非同寻
常。

第一，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这使
中国人可以悄悄地占领达曼斯基岛，雪可以掩盖他们行进的
痕迹。

早就去了，但不是去参加联欢会，而是去参加演习。30年来
没有人提起过演习的事。实际上，事发前3天，进行过一次较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两个师参加，军区指示由边防总队扮演
“敌军”。难道2个师抽不出来2个连扮演“敌军”，而非要
边防总队去扮演“敌军”吗？可能当时军区司令部的意图是
好的，主要是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士气。

第三，周日和周六，我们的边防军航空兵不飞行。指挥这次
行动的中国军官可能正是根据上述因素，才选定在这一天开
始行动的。另外，我们在演习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个坦
克团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宣布进行战术停顿。中午12点
以后，康斯坦丁诺夫返回指挥所，演习指挥部里响起了“焦
急”的电话铃声，远东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来说：在下米哈依
洛夫卡哨所，正在进行战斗，有人员伤亡。列昂诺夫马上下
令给巴甫洛夫，让参加演习的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马上撤下，
向达曼斯基岛出发。事情就是这样，当达曼斯基岛两个哨所



发生流血的冲突时，整个预备队，即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却
在离该岛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硝烟笼罩达曼斯基岛，根据康
斯坦丁诺夫的回忆，1969年3月2日技术观察站报告，发现有
两个小队、约30名中国人已经进入苏联边界。上午11时左右，
边防哨所的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一个由30人组成
的小组，乘坐一辆装甲运兵车和两辆汽车去迎击入侵者。他
们决定从两面包围该岛，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5名边防军
人和克格勃特别处派来的侦察员h？布依涅维奇上尉从正面接
近该岛。他们后面约300米是第二小组，由巴班斯基下士率领，
共12人。第三小组由拉伯维奇中士率领，共13人，从侧翼接
近该岛。突然，他们遭到正面机枪扫射，左岸火炮和迫击炮
一齐开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维奇率领的两个小组全部
阵亡，巴班斯基中士带领的人占领了一个环形防御工事并进
行还击。相邻哨所的摩托化机动小组赶去支援，带队的是维
塔利亚？布别宁上尉。但由于左岸猛烈的炮火，他们没有取
得成功。参加演习的边防军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接到命令后
迅速返回，在苏哈诺夫斯基峡口直升机追上了他们，机动分
队转乘直升机火速赶往达曼斯基岛，周围一片硝烟，灌木、
土地、装备都处在火光中。观察达曼斯基岛，在一颗树旁发
现了我们的士兵，我们的人降落了。同时，装甲运兵车也来
了，是斯克拉达纽卡军士学校的人。我们占领了达曼斯基岛，
开始派人去找伤员。在斯特列利尼科夫死后接替他指挥的巴
班斯基中士爬过来告诉我们，找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他的
小组，全部阵亡。列兵彼得罗夫是从边防总队政治处来的，
在他的短大衣下发现了照相机，后来照片洗出来了，这是他
死前拍摄的最后3张照片。我们在其中一张照片中看到，当斯
特列利尼科夫正带人接近时，一个中国军人举起手，明显是
向埋伏在战壕里的人发信号，就在这一瞬间，战斗开始了。
这一天的战斗是残酷的，苏方共死31人，伤14人。边防军夺
回了达曼斯基岛，并挖了战壕，一个加强班一直在那里执勤。

上校阵亡，“秘密坦克”陷落

为防止中国人再次侵入该岛，由亚申中校率领的一个机动分



队来到这里，他们共有45人，4辆装甲运兵车，车上有掷弹
筒;岸上还集结了80人的预备队，并有装甲运兵车，3月12日
夜，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来到冲突地区，他们有一个摩步团、
一个炮兵团、一个独立坦克营、一个“冰雹”—bm—21火箭
营。不知为什么，3月14日在该岛执勤的分队又接到上级命令，
撤离该岛。康斯坦丁诺夫至今保留着当时在岛上执勤的分队
队长沙拉金的报告笔录，笔录是这样写的：“3月14日，边防
执勤分队听到了对岸中国人的喊话声，后来我们就接到命令，
撤了下来”。从记录的时间可以看出，命令是在新的战斗开
始前15小时下达的。我问过列昂诺夫是谁下的命令，他说
是“军区”。但我估计，命令并不是军区下达的。我们走了，
中国人又占领了该岛。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怎么回事，但这很
不正常。3月14日快到半夜时，列昂诺夫又接到军区的命令，
要求重新夺回达曼斯基岛。大约1—2个小时后，亚申中校率
领机动分队到了。战斗开始了，关于岛上的情况并不明了。
从最高观察哨上报告说，中国人跑到岛南端去了，占领南端
后准备打击亚申的侧翼。后来又有9辆坦克前来支援，列昂诺
夫发现坦克后说：“我现在去岛上”，说着他就匆忙出发了，
甚至没有来得及确定联络信号。边防军虽有无线电台，但他
们都不知道频率，坦克去参加战斗了，我们和它却没有任何
联系。中国人接近了列昂诺夫的坦克，跟随在他后面的两辆
坦克又返回去了，并且不是返回岸上指挥所，而是返回了哨
所。为什么会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有人觉得，中国人的坦
克开到了我们这边，情况非常严重。列昂诺夫在坦克里受了
重伤。此事报告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命令迅速救出坦克和列
昂诺夫上校。结果，有几次试图冲向坦克都未能成功。

15日夜16日凌晨，师侦察连连长勃尔特科夫斯基率领侦察营
救小分队前去营救，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
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
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我们想用地雷将坦克炸毁，但
没有成功;后来决定用火箭炮，从乌苏里江岸上发射每枚重
达180公斤的火箭炮，并未射准。坦克被打歪了，瞄准手已经
看不见它了。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



博物馆的展品。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
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
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
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
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秘密武
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
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
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
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
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
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
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
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
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
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

为什么不讲实话

康斯坦丁诺夫说，对3月2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的宣传是
这样说的：“10时40分，哨所响起战斗警报，装甲运兵车和
汽车进入战备，哨所负责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将情况报告
给了相邻单位的布别宁和肖霍洛夫，并报告了边防总队队长
列昂诺夫，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赶走中国人，首长决
定……”是谁在什么时间向什么人报告了这件事情，并不像
上面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这明显是在捏造事实。为什么会这
样呢？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向本国人民以及中国人表明，我
们的边防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按命令行事，每
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实际上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却
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当时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有军士学校和装甲运兵车参加，实
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我们占有优势。之所以不提
他们，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很少的兵力赶走了
中国人。政府在报道3月中旬达曼斯基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说：



边防军把毛泽东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边防军的冲锋受挫，遭受重大伤亡，中国人在人数、技术装
备和武器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战斗开始前该岛在他们手
上。宣传中只字未提使用正规军和坦克的事，对列昂诺夫上
校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

和平的努力

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
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
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
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
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
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
决对抗。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
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有1964年时，当时
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
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
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
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
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
年，即1968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
方式解决争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
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
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
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
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
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阻止中国人进人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
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
那就还击”。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
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
到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
渐平息。现在俄中边界划界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已不再拥有



达曼斯基岛了。它已划归中国，因为它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
中国一侧。如果在1964年时我们听从济里亚诺夫将军的建议，
那就不会发生1969年3月的悲剧。

我们学过很多知识，那也不一定都会考到啊！而且考试就总
会有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别。不一定就要都考吧。 这就是中国
的国情，就像文革这一段，你见历史考试中考过吗 时代不同
了。

你找本八十年代的高考复习资料， 看看当时的历史部分重点
在那里？

古代史部分： 变法; 近代史部分： 条约; （世界史： 资产
阶级革命）

有几年压轴大题必从这里面出， 简答题出现的概率也很高，
这两部分内容你不弄的滚瓜烂熟， 可以说二十来分就没有了，
别忘了， 高中历史的各部分内容是各占三成， 在六七十分
里二十分的分量可不轻啊。

亲子冲突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但是读起来仿佛是最近写的一样。读
完以后感想深刻，当然这些感想接受得并不轻松，这本书也
是反反复复读了一个月才读完。书本首先分析了人群的界限
是文明，而不是国家，当一个国家有两种文明时，这样的国
家处于分裂的边缘。佛教文明不存在，因为佛教的教义都被
接收佛教之地的文明所改变与有所选择的保留，已经内化；
另外佛教发源地印度已经抛弃了佛教。日本文明一直被认为
是儒教文明其实并不是，日本文明其实是神道教文明。划分
文明基本上是以宗教为界限的。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
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



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
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线将会成为未来的战线。
为什么文明会发生冲突呢？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差异才是
人类的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
改、不可消除的：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
人成不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
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却很难成为
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
亨廷顿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行现代化，但现代化不
等于西方化。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
他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特
别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联手的可能性。实际上，《文明的冲
突》一书的封面设计就充分体现了亨廷顿对于世界大格局的
认识：封面右上方是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左下方
是地球背景之上的伊斯兰新月，右下方则是地球背景之上的
中国太极图；新月与太极图紧紧挨着。
文明之间的界限是如此的分明，以至于很难调和，当代国际
冲突一半以上是文明间的冲突，并且文明间的冲突更持久，
延绵不绝，看不到解决之日。其中伊斯兰又承担了所有冲突
的一半，包括伊斯兰与其他文明，以及伊斯兰内部。伊斯兰
是唯一一种要明确区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宗教。也就是教
义上总是在各个方面要求，使得一个穆斯林，总是要明确地
区分对方是不是穆斯林。另外，穆斯林国家历史上对外征战
的同时，穆斯林人口在外扩展，然而，这种扩展是不完全的，
使得穆斯林与其他文明的人混居，这样加大了冲突的空间，
加上穆斯林各民族本身好斗的性格，冲突不可避免。而穆斯
林人口增速非常大，人口又要向外迁移。最后一个原因是，
穆斯林文明各国没有一个领导者。
夜晚读完这本书，轻轻的合上以后对着夜空长长叹了一口气，
总算是读完了，如果没有读完，我可能还在这场冲突中无法
出来，我可能还在各种文明的冲突中的厮杀中提心吊胆，文
明才是分割你我的界限。（詹景敏）



亲子冲突读后感篇五

作为女性我拥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疼爱自己的先生
和渐渐长大的孩子，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直到某
一天晚饭后，我和先生因为教育孩子的问题争执起来，先生
当时的情绪很烦躁，语言中充满了攻击性。我的情绪也被带
入进来，一点也不客气。眼看着口腔舌战就要上演，这时孩
子突然很大声的喊道：你们烦不烦，知道我在写作业么？我
赶紧走过去，抱住孩子说：“抱歉，我和爸爸吵架声音很大，
影响你了”。孩子先是面露不悦之色后，紧接着用安慰的眼
神看着我，此时我也盯着孩子的眼睛，希望他可以理解大人
的行为。

随着孩子自我逐渐成长，不知不觉我们进入三角关系的瓶颈，
就像《冲突背后的冲突》这本书里阐述的：“父母和孩子构
成的关系，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三体问题，复杂到无人能解”。
这个关系的核心就是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问
题就是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孩子
的心理会形成各种冲突与复杂的感受，这些感受和情绪处理
的不及时，孩子的心理会固着在这个三角关系里裹足不前，
成长缓慢甚至停止。更严重的还会引发心理疾病。那么如何
指导和陪伴孩子度过俄狄浦斯情结期呢？《冲突背后的冲突》
给了我们解题方法。

书中阐述了如何对孩子的自恋行为给予恰当的共情。孩子在
俄狄浦斯情结期孩子的表现为胆怯、害羞，不自信，孩子内
心的好与坏、爱与恨、欲望与诱惑、安全与迫害等情感都是
配对出现，需要父母两种情感都能够体会到才能与孩子更好
的共情。书中还提到了关于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提出的“不
含诱惑的深情、没有敌意的拒绝”。对于同性父母，要做到
没有敌意的拒绝。对于异性的父母，要做到不含诱惑的深
情—既有深情，又有一定界限。

读完整本书感触很深，三角关系里关于冲突的处理并不想当



初想象的简单。一系列的肢体动作，一个眼神、甚至一句话
都会使孩子的内在产生强烈的冲突，接着引发各种强烈的情
绪。这本书提醒了我们，处理与孩子的关系要认清关系模式，
分析引发孩子情绪的内在需求，一边纠正自己的行为，一边
选择用合适的方式陪伴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