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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换4份工作

看不到的伤疤更痛

24岁的张俊（化名）毕业两年

换了 4份工作。“没有安全感，感觉

老板和同事都在孤立我。”刚刚离职

的张俊说，他认为自己的现状与原

生家庭有关。

张俊小时候，性格开朗活泼，

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哥们”，是

亲戚朋友眼中的“捣蛋鬼”，常常受

到父母严厉呵斥。但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父母再也没批评过他，他们

表现出的漠视，让张俊感觉自己在

父母心里无足轻重。

“妈，我在校运动会短跑比赛

上得了第一名。”“哦。”“妈，我的插

画 本 怎 么 找 不 到 了 ？”“ 不 知

道。”……“最大的恐惧莫过于父母

不理我”，张俊感受到无声无息的

伤害，与言语和肢体伤害不同的

是，冷暴力是更深入骨髓的伤害。

逐渐地张俊变了，变成了大家眼中

所谓的“乖孩子”，情绪上的需求父

母看不见，只能自己压抑着。

大学四年，张俊习惯一个人独

来独往，不与同学交流，在同学看

来张俊特别孤僻，平时都是一个人

宅在寝室玩游戏，并且他越来越倾

向于用冷漠来保护自己。张俊表

示，尽管一个人很孤独，但也不愿

意交朋友。

在同乐心理工作室联合创始

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夏艳看

来，孩子做错了事情，或者不如家

长的意，家长采用冷漠相对的方

式，让孩子主动求饶。短期看，似

乎家长目的达到了，孩子变“乖”

了，但对孩子内心造成的压抑，总

有一天会爆发。

“遭受‘冷暴力’的孩子，到了

青春期，可能走向抑郁和狂躁两种

极端。”夏艳认为，被父母打骂的孩

子还可以宣泄心里的不满。而遭

遇“冷暴力”的孩子，因为缺乏安全

感，就像被关进一个无形的牢笼，

不敢探索，在社会交往、亲密关系、

工作中畏首畏尾，总担心别人不喜

欢他。

代际传递

“冷暴力”何时休？

30 岁的杨娟（化名）是一个 5
岁小孩的妈妈，大学未读完就选择

放弃学业远嫁他乡。“我太压抑了，

想逃离原生家庭，现在的老公给了

我足够的关心。”杨娟说。

杨娟生活在双职工家庭，小时

候父母工作忙，每天回家就看电视，

基本不主动跟她说话。同学的父母

经常带孩子出去玩，杨娟多次恳求

父母陪陪她，父亲冷漠地回答：“爸

妈工作忙，你不要老想玩，把精力放

在学习上。”一次，杨娟把阳台的花

盆打碎了，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害怕，

等待挨批评。没想到，父亲用轻视、

冷漠的眼神看了她几秒后，一言不

发地关上房门。

“每当我犯了错误，他们不打

也不骂，而是用冷淡、轻视、放任、疏

远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冷落我。”杨

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

成绩不好，所以他们讨厌我？”“是不

是不听话，所以他们不爱我了？”“是

不是父母工作压力大，他们没时间

搭理我？”

跟父母的疏离影响了她的人

际关系，大学期间，她几乎没朋

友，很迷茫和无助。如今，杨娟

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和孩子的相

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冷暴

力”的代际传递。孩子一旦犯了

错误，她就罚孩子面壁思过，甚

至冷落孩子，但她也发现效果往

往事与愿违。

“遭遇‘冷暴力’的孩子缺乏安

全感，表面看似乎孩子反省认错

了，变乖了，但亲子关系越来越疏

远，孩子觉得心里很压抑，会贬低

自己，心理阴影一旦产生，孩子再

也不愿意主动跟别人沟通。”夏艳

说。

家长不指出孩子的错误，孩子

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

地方。夏艳在处理相关的案例时

发现，“冷暴力”的出现，很多都是

父母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希望

用这种方式让对方心里更难受，让

孩子觉得“我错了”，从而按父母的

期待行事。

在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

评估中心中心主任潘秋露看来，“冷

暴力”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一些家

长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会导致“冷暴力”的产生。曾有一个

母亲向潘秋露求助，“我的孩子一直

很听话，不知道最近怎么有抑郁的

倾向。”

潘秋露了解到，该父母为了图

安静，经常随手给孩子玩电子产

品，对于孩子提出的问题也不能做

到及时回应，这些无意间的举动，

就导致了“冷暴力”的产生。在孩

子需要父母时，父母冷漠对待，而

孩子等不到父母的回应，久而久

之，孩子也不想说任何话。

“冷暴力”的实施者，往往小时

候被父母忽略，所以他们对身边的

人缺乏信任，没有安全感，把自己

封闭起来，用冷漠来隔绝可能会受

到的伤害，在与自己的子女发生矛

盾时，过去原生家庭体验到的创伤

被激活，因此，在处理亲子关系问

题时不自觉地对孩子实施“冷暴

力”。“换位思考，为什么父母可以

对孩子实施‘冷暴力’？只不过因

为孩子爱父母，依赖父母，才会用

妥协的方式满足我们的需求。”夏

艳认为。

“父母赢了”，值得庆贺吗？

新型家庭暴力——

不打不骂不打不骂，，为何孩子却受了伤为何孩子却受了伤？？

近日，在某亲子节目上，一位妈妈说：“我舍不得打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只能把他关进厕

所来惩罚他。”听起来理所应当，却又很扎心。在妈妈的眼里，孩子乖巧懂事，可是在孩子眼里，妈妈却是一

个很厉害的老虎。“我每天都会做噩梦，梦到你真的不要我了。”

父母不打不骂，通过忽视、冷漠，让孩子内心伤痕累累。不少心理咨询师将其定义为新型家庭暴力

——“冷暴力”。“冷暴力”比打骂孩子更隐蔽、伤害更大。什么是“冷暴力”？我们为什么会用“冷暴力”对待

孩子？如何避免“冷暴力”，养育有安全感的孩子？本期我们共同关注。

■ 记者 胡敏 董志文

我们怎样做，才能避免“冷暴力”对孩子的

伤害？夏艳有四个建议：

首先，父母要“自我觉知”，察觉到自己或

家庭成员是不是在用“冷暴力”对待孩子。怎

样觉知？一方面，可以通过学习育儿知识，对

“冷暴力”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观察孩子，

是否有胆怯、攻击性、社会交往中有“出格”行

为等，来判断自己的教养方式是否需要调整。

其次，把握好亲密有间的度。几周出现一

次“冷处理”，大部分时候关系很亲密，亲子沟通

也很畅通，并不算“冷暴力”。但一周有好几次

“冷处理”，或者亲子关系明显已经疏远，孩子喜

怒哀乐都不愿表达、不敢表达，则需要调整了。

第三，夏艳提醒家长注意，爸爸最容易成

为“冷暴力”对象。中国家庭经常出现妈妈大

包大揽，爸爸参与特别少，或者不参与，对孩子

来说也是一种“冷暴力”。父亲给孩子带来的

是规则、竞争、社会性，母亲代表温暖和安全，

母亲要学会“示弱”和退一步，让爸爸多参与。

最后，夏艳认为父母要学会“看见”孩子内

心的需求。“冷暴力”之所以会带来伤害，就是孩

子的需求得不到回应，“无回应处就是深渊”，对

于孩子来说就是成长的绝境，不管怎么努力，也

没有被看到，被认可的希望。

比如孩子考差了，只需要对孩子说：“听说

你考差了？你打算怎么办呢？”其实孩子也希

望能考好，父母关心就行了，并不一定要帮他

解决。孩子的要求其实并不高，父母的关心和

爱，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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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就像取经，我们知道要往哪
儿去，却料不到路上会出现什么“妖
魔鬼怪”。1岁，是追着跑，生怕他抓
什么危险物品吃；3岁，是抢玩具，一
不注意就和小朋友发生矛盾；6岁，是
愁学习，一谈作业鸡飞狗跳；12岁，是
青春期，我们成了孩子“反抗”的权
威，动不动就“别问”“别说”“别
管”……每一次，孩子出现我们不满
意、不喜欢、不认同的行为，都让我们
抓狂。每一次对抗，都是对父母耐心
的挑战，多希望有屡试不爽的“管教
孩子大法”，让这些对抗速战速决。
尤其是，当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让我
们忙得像陀螺的时候。

确实有这样的方法，一用就灵。
婴儿时期，是“哭声免疫法”，孩童时
期，是“黄荆棍下出好人”，再长大是
“冷处理”，不打不骂，给一个眼神，让
孩子体会，等孩子受不了“我不被父
母爱了”“我不值得所有人爱了”的感
觉，主动求饶。……从结果来说，这
些方法真的有效，并且会让我们有一
种“赢了”的成就感：我管孩子有一
套，真棒！

在女儿婴儿期时，我们最大的烦
恼是她爱哭闹，动不动就大哭，又不
会说话，只有不断地猜测，是渴了？
饿了？尿布脏了？想抱了？常常是
试了好几种方法，才终于不哭了。有

时，直到不哭了，也不明白她到底想
要什么。因为认同西尔斯亲密育儿
的观念，总觉得积极回应就对了，哪
怕麻烦一点。

这个阶段，育儿群里总有人善意
提醒，不要惯着孩子，积极回应的结
果就是孩子动不动就哭闹。前不久
还有媒体报道，有家长付费学习“哭
声免疫法”，孩子在卧室哭得撕心裂
肺，母亲还在客厅发消息到群里问应
不应该进去看看。等孩子哭了一个
小时终于不哭了，妈妈走进卧室才发
现孩子已经没了呼吸。多么惨痛的
教训！

如果不出事，这个妈妈可能还会

感谢“哭声免疫法”，帮她解决孩子哭
闹的问题，多免疫几次，孩子就真的
不怎么哭了。

但给孩子“下猛药”的后果，我们
未必承受得起。

朋友在咨询室遇到一个小孩，8
岁了，还不太说话，追着问他会偶
尔说几句话，绝大部分时候可以一
个字不说。朋友了解到，孩子在婴
儿期，母亲就用过“哭声免疫法”。
暴力也是一样，那些打奶奶、打父
母的孩子，大多有个被暴力对待的
童年。

“哭声免疫”的孩子，是“怒
了，言了，但没用”；被打骂的孩

子，是“敢怒不敢言”；而被“冷暴
力”的孩子，则是“不敢怒也不敢
言”。他们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内心
真实的自我被压抑，按父母希望的
方式行事。

我们赢了，孩子“乖”了，就是好
事吗？未必。孩子是生活在未来的，
如果按照父母的意志去生活，必将是
落后于时代的。唯有细心地呵护孩
子的意志，让他勇于尝试，在不断的
试错中，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价值
观、行为体系，既充分尊重自己内心
的意愿，又有益于他人和社会，这样，
长大之后，他才能在推进社会进步的
滚滚浪潮中拥有一席之地。

四招让孩子
远离“冷暴力”伤害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