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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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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听家长诉苦：现在的孩子太难

应付了，啥都满足他，尽量给他想要的，

但他还是不知足。实在受不了了，骂他

一顿，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最近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破解孩

子的心理密码》一书，其中详细分析了孩

子情绪和性格的方方面面，引领读者走

进孩子的心理世界，发掘孩子的情绪和

性格密码，给我们这些为孩子的负面心

理、叛逆行为而烦恼的父母、老师提供了

良好的指导。

其实，孩子的各种心理问题，都有着

复杂而深刻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孩

子无知，是因为缺乏教育或家长的教育

方式不合理。孩子的习惯养成有两种因

素：一种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习

惯；另一种则是孩子通过有意识地学习

知识与技能形成的新习惯。无意识的习

惯是在孩子的学龄前期，在他们不知不

觉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阶段，家长有

效开发孩子的智力，通过引导孩子对感

性、形象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锻炼孩子的

思维，培养孩子勤于思考的习惯，在下一

阶段新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孩子就不至

于偏离轨道。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

家长的教育和陪伴至关重要。

有一个 6 岁的小女孩，5 岁前，她是

家里唯一的孩子，愉快地度过了这段美

好的时光，直到弟弟出生。当她是家里

的唯一时，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乐于满

足她的要求，她很高兴。可弟弟出生后，

她经常各种找茬，一个人哭、摔东西，嘴

里不停地念叨，想引起家人的注意。父

母与她沟通后，明白了她的想法。原来，

女孩以为父母把爱都给了弟弟，不爱她

了，便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家人的目光，寻

求关注。父母读懂了孩子的心思，拿出

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她，陪她玩，让她加入

到照顾弟弟中，对她和弟弟玩耍、照看弟

弟的行为及时肯定和表扬。这样既解决

了女孩的心理问题，还让她学会了照顾

别人，培养了她的责任感。从孩子的转

变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孩子出现令人

不快的表现时，我们不仅要注意这种行

为开始的时间，还要注意它产生的原因。

到了学龄期，我们常常按照惯有的

模式给孩子塑造一个统一的人格标准和

行为表现标准，孩子被这个标准划分为

“好孩子”或者“坏孩子”。比如，孩子出

现厌学的情况，家长常常是摇头叹息，对

孩子失去教育的信心。其实，孩子厌学

的迹象是很容易发现的，比如早上不想

起床，吃饭磨磨蹭蹭，作业不按时完成等

等，这需要老师和家长及时发现，不要给

孩子打上“问题孩子”的标签，要给予他

们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改变。

还有一些在家中比较受关注和重视

的孩子，进入学校后，这种关注和重视减

少，孩子的不适感会带来内心的自卑。

他们希望在学校也能获得如同家庭般的

关爱，于是通过各种“恶作剧、调皮捣蛋”

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关注。这个时候，

教师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细心观察

孩子的变化，和家长沟通，了解孩子在家

的表现，判断孩子的行为动机，对症下

药。这个过程也说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

每个孩子都是一块有待雕琢和雕饰

的璞玉，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要善于

捕捉孩子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的闪光点，

于平凡细微处洞察孩子的点滴进步并及

时加以强化，带动其他能力的发展。

然然是个非常自卑的孩子，上课很

少举手。有一次，老师让她起来复述故

事，她怯怯地站起来，完整地复述了一

遍。老师给予她适时地肯定，同学们也

为她鼓掌。从那以后，她举手的次数多

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学习成绩有

了极大地提高。可见，家长和老师要善

于挖掘孩子的闪光点，搭设让孩子体验

成功的“舞台”。

父母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家

庭氛围，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但要让

他们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照顾好他们

的心理，尤其是要注意孩子在成长中表

现出来的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环境和

教育对儿童精神心理发育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家庭则是儿童从出生到青少年阶

段接触最密切的环境，对儿童心理发育

的影响很大。和谐的家庭关系、父母良

好的道德品质，充满爱的安定环境和丰

富充实的生活才能让儿童拥有健康的心

理。而按照心理治疗的程序和步骤，让

孩子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强化他们的

社会情感，重建他们的社会目标，鼓励他

们的斗志，努力改变自身，并一步步将孩

子的生活引向正轨，孩子自然会自信快

乐地成长。

“心理健康教育不是一个‘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过程。所谓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祸根往往在孩

子很小的时候就埋下了。”宁维卫从

多年的心理健康教育经历出发，告诉

家长们，高校大学生群体所出现的心

理健康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追溯至其

童年。

去年的一次震后心理疏导实践，

宁维卫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应用心理学

研究院院长，担任指导老师赴马尔康

市开展震后心理疏导与心理重建工

作。在和震区小学生的交流过程中，

宁维卫曾问孩子们有什么困惑，现场，

一个男孩高高地举起了手，一股脑地

倾吐了对“恐龙世界”的好奇。经过询

问，宁维卫了解到，孩子曾向父亲要

求，买一本关于恐龙的书，却被父亲以

“无关学习、不务正业”为由拒绝了。

孩子诉说时，抑制不住的向往和委屈，

使宁维卫当即答应买一套关于恐龙的

书送给他。不曾想，答应了这个孩子

后，更多的小手举了起来，眼巴巴地望

着宁维卫……

“家长无意中的表达可能就扼杀

了一个孩子对科学的向往、对未知的

好奇、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殊不知这些

东西比起学习书本知识要重要得多。”

回到成都，宁维卫马上将书寄给了这

个孩子。“孩子超级开心。”孩子的班主

任说。“大人轻易就做出的决定，在孩

子的世界里或许就是天大的事、能改

变他们一生的事。”宁维卫以此为例指

出，成绩优异却有“空心病”的孩子、精

神萎靡无所追求的孩子、除了考试什

么都不会的孩子，不是生来如此，而是

被“教育”成他们所成为的样子，家长

需要反思和警惕，而需要改变的也不

只是家长。

“我们的教育者迄今为止所用的

教育方式更多的还是一种纠错教育。

要教育孩子，就要把他的错误找出来，

然后给他指正。”沈奕斐说，“所以很多

父母经常唠叨孩子这也做得不好，那

也做得不好。天天告诉孩子‘不行’。

可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

是、什么都不能做，又怎么能活出生命

的意义呢？”

强烈的望子成龙想法，给孩子带

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宁维卫认为，这

会导致我们无法正确看待学习在人生

中的作用，而这不仅对于孩子本身，对

于技术创新、社会进步都有影响。

正如钟华所感受的那样：我希望

你可以考得更好的期望，和我希望你

可以考到前十名是完全不同的。前一

种更加地折磨人，因为它没有具体的

目标，你也没有达到目标的快感，你每

次考得更好，家里都会说你还可以考

得更好，所以这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

目标，然后我就像一头驴一样，在我前

面吊了个胡萝卜，我在拼命地为这件

事而跑。

那根“胡萝卜”不是孩子们心中向

往的成功，也远非人应该追寻的个体

生命的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丧失真

正的追求，甚至不自觉地把孩子带到

了“学习”的对立面。“成功的标准被我

们窄化了。如果我定义成功，就是不

断超越自我的过程。每个人自食其

力，找到自己的位置、释放自己的价

值。庆幸的是，观念已经在慢慢转变

了。”宁维卫持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现

象。

“你到底是让孩子成功，还是让孩

子幸福？对于成功，有很多界定方法，

但幸福感这个东西，是每损失一点就

少一点。如果你10岁的时候不幸福，

20岁的时候很幸福，能补回10岁的幸

福吗？它是补不回来的。”纪录片中，

钟华的父亲如是说。

读懂
孩子的心

■ 张园园

直面青少年心理健康困境——

心理干预心理干预，，不止在危机时不止在危机时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在成长过程中，青少年可能会面对来自各方
面的情绪危机，而这些情绪危机会给他们的身心
健康和未来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需要长期干预，家庭教育、亲子沟通能在
干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当孩子出现抑郁情
绪或更严重心理危机时，家长要及时发现并采取
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帮助孩子走出“至暗时
刻”。

上期，我们以《孩子对父母的沉默，才是最大
的危险》为题，与家长们探讨了如何正确看待“少
年愁”。以成人的眼光看待青少年面临的心理困
境，是难以抵达孩子的真实诉求的。在接收到孩
子的“求助信号”后，如何及时、有效地“拉”孩子
一把，避免孩子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更是一项需
要细心、耐心、关心的“技术活”。

在胡某宇事件调查结果得到官

方通报后，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

合会（下称“北京市社心联”）发布了

一封题为《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

的公开信，希望给有需要的人提供

心理帮助。信中“请给我5分钟，我

可以告诉你……”的表达方式，让北

京市社心联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作为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北京

市社心联设立了公益心理服务热

线，希望能做挽救生命的“救命稻

草”，而这封公开信却让许多网友直

呼“窒息”。

“发言之前，请先正视一个孩子

曾受到的伤害和困境。”“发表这种

自我感动式的文章和话题，不如好

好想想怎样完善和健全青少年的心

理干预机制。”“说教、威胁、加压，给

这 五 分 钟 ，孩 子 可 能 更 想 不 开

了。”……

年轻生命的逝去是最沉重的教

训，北京市社心联希望挽救、帮助青

少年的初衷不应被质疑，而正向的

加油和鼓励，却为何事与愿违？

我们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挽救

一个陷入严重心理危机的孩子，需

要警惕干预中的几个误区。

“劝一劝”能行吗？劝正处在阴

霾中的孩子“向光”“向善”“看看世

界多美好”，或是以“过来人”的立

场，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眼光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事上”。事

实上，这些无关痛痒的“劝告”可能

反而会加重孩子们的心理压力。就

如心理学家安德鲁·所罗门所说：

“抑郁的反面并非快乐,而是活力。”

积极情绪的呼唤对于失望的人群而

言或许是刺耳的，社会、他人与自我

的期待是割裂的，快乐的“奢望”更

使他们压力倍增。

看医生就能解决问题？网友

Mr弹曾在评论中描述自己的经历：

14天的封闭式病房让我越发绝望，

我感到的是家人对于医生的绝对相

信和对我的“背叛”。出院后我选择

了自伤，所幸被救了回来，经过漫长

的调整和一家人的努力，终于在今

年彻底停了药。

“生病了就去看病，医生能治好

孩子。”在很多家长看来，选择专业

的心理咨询或药物治疗，无疑是帮

助处于阴霾中的孩子度过危机的科

学方法。专业的心理咨询确实帮助

不少人走出了困境，但危机防控环

环相扣，一些心理问题严重的孩子

还需要家长耐心地陪伴和持续的治

疗，短期的脱离危险或许只是扬汤

止沸。

“自己的孩子要自己陪、自己

爱，当甩手掌柜是行不通的。”教育

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

委员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会会长、西南交通大学教

授宁维卫指出，父母永远不要低估

自己对孩子的影响，孩子身上结的

果，都能在其父母身上寻因。

“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意志力

不强，平时缺乏对意志力的培训，所

以他们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谁没

经历过升学的压力呢？都是这样过

来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以近乎

“受害者有罪论”的口吻将悲剧归结

于孩子自身，同样是简单且不负责

任的。

青少年步入险境，既是综合原

因所致，也是小问题的长期累积。

“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挽救也并

非几句劝导、几分光亮就能实现，宁

维卫提醒家长，找到有效的解决措

施，不能等“事到临头”。

“把世界上的人分出根本不同

的两类，精神健康的人和精神上有

病的人，跟儿童看电影总是喜欢问

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样地天真和过于

简单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

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专业委员

会主任许又新说，“一个精神科医

生，只有真正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

里确有精神不大健康或很不健康，

甚至病态的方面或成分，他才会由

衷地尊重坐在他面前的病人。”

“理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在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中，中学生钟华患上了抑郁症，她回

忆自己当时的生活：“学校一天一共

8 节课，我就会躺在桌子上 8 节课。

回家之后就躺在床上，有的时候哭，

有的时候不哭，然后一躺躺 5 个小

时。洗澡或者洗脸刷牙，然后晚上

再接着继续失眠。这个状态真的很

消耗我。”

被告知一向乐观开朗的女儿，

却患上了抑郁症，钟华的母亲很难

接受，但她平静地和女儿说：“那就

休学吧，休了学之后好好地养一下

……”

“那以后，我的家庭环境就像是

个疗养院，虽然有点夸张，但对我之

后的康复，产生了莫大的影响。”钟

华在康复后也曾告诉母亲，是母亲

当时的理解和支持救了她。如果母

亲像其他家长一样，说她是矫情，也

许当下她就从窗户跳下去了。

“比惩罚更糟糕的感觉是不认

可的评论。”中级心理治疗师、中南

大学临床医学学士申燕海指出，“认

可”是确定你听到了对方说的话，理

解他所说的，承认他的观点可能和

你有所不同，但并不意味着你同意

他的观点，或者宽恕他的行为。“不

认可”则是你不把他说的当一回事，

或明确表明对方的想法、感受或行

为不可理喻，比如，“你反应过度了”

“你错了”“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或

者“克服它”。

“没有家长希望孩子出现心理

问题，但当孩子真正出现问题，需要

帮助时，家长的‘病耻感’会成为压

在孩子身上的一座大山。家长需要

先坚强起来，和孩子一起渡过难

关。”宁维卫指出，心理健康是一个

连续谱，“亚健康”的状态每个人都

会有，而“病情”的走向，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能否接受

它。

同时，宁维卫认为，“学会去爱”

对于一个家庭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

水平至关重要，爱是人生于世最温

暖的牵绊。

“爱孩子和不会爱孩子几乎同

时出现在一些观念传统的家长身

上，以物质奖励代替精神补给，要求

结果而忽略过程，日常养育中的点

点滴滴都有可能带来孩子精神上的

空缺。”带着比较、控制甚至功利化

的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值得被

爱。

“我需要爱，我需要无条件的

爱，可是却从心底里觉得没人会爱

我。父母的‘爱’带着比较、评价、控

制和脆弱……这些天我频繁拨打生

命热线，医生建议我住院，但我还是

没有下定决心自救。”在复旦大学社

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的微博评论

区，一个少年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个人如果处在非常抑郁的

阶段，我们能不能把他成功地拉起

来，最重要的不是靠物质条件好，或

者提供一次好的旅游（去休息）。最

重要的是靠人和人的链接。”沈奕斐

认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打开对亲

密关系的想象，因为亲密关系是这

个世界上支撑人最重要的力量，孩

子对自己越不满时，越需要亲密关

系人的宽容，需要人与人的链接。

何不食肉糜？切勿“反向”干预

除了“人间值得”，我们还能做什么？

最好的“自救”，是找到活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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