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怕麻烦”

弄丢了孩子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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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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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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玻璃心”“火药桶”，该怎么办——

读懂孩子的脆弱与愤怒
以前，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每次

看到孩子因为玩游戏而洒了一地的水、

做完科学小实验后的满桌狼藉，我总是

忍不住抱怨……我的抱怨就像一盆盆冷

水，一次次无情地浇灭了孩子的热情与

兴致，然而，那时的我，自认为我的抱怨

理所当然。直到前段时间，我目睹了发生

在小区门口的一幕，我决心，不再做一个

扫兴的爸爸。

我家小区对面有一个图书馆，周末

来这里看书学习的孩子很多。图书馆前

面有一个刚没过脚的小水池。傍晚时，水

池旁边会产生一些斑驳的积水。这时，就

会有一些小朋友学着小猪佩奇的样子，

开心地玩起踩水坑的游戏。

那天，一个家长发现他的孩子因为

踩水坑把裤子打湿了，立马把孩子拉到

一边，大声训斥：“这个水坑有什么好玩

的？看你把裤子弄得，一天天就知道给我

找事做！”那位小朋友听到这番严厉的指

责后，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了，不知所措

地站在那里，好像他刚才犯了一个天大

的错误。与这位家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另外一位年轻的爸爸，他不仅没有训斥

正在踩水坑的女儿，反而高兴地加入，和

女儿一起玩这个快乐的游戏。小女孩弯

弯的眉眼里满是笑意，父女俩爽朗的笑

声伴着有节奏的踩水声，飘过街道，传进

了我的心里。

这鲜明的对比，给我内心带来了很

大的震撼。我平时不也和那位训孩子的

家长一样吗？总是因为怕麻烦，不允许孩

子做这、做那，或者不停地对着孩子发牢

骚。其实，爱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玩

耍的过程，就是小孩子认识世界、探索世

界的过程。玩一片落叶，他可以感知季节

的更替；打一场水仗，他可以领略水花飞

溅的美感……跟这些相比，“麻烦”显得

多么微不足道啊。

不久后的周六，迎来了孩子10岁的

生日。还没等我们提醒，他就早早地邀请

了几位好朋友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为

了让他们玩得更尽兴，周五夜里，我和爱

人忙了大半夜，用气球和彩灯把屋子装

饰得氛围感十足。

周六一整天，我和爱人带着孩子们

亮彩灯、点蜡烛、吃火锅、玩游戏、看电

影，让他们度过了无比开心而又充实的

一天。

夜里，孩子和我一起收拾满屋子的

垃圾，他见我兴致盎然地哼着歌曲，脸上

一点不耐烦的情绪都没有，好奇地问我：

“爸爸，你不是最怕麻烦吗？为什么今天

你不仅没有抱怨，还在那唱歌呢？”我笑

着告诉他：“跟你的开心相比，麻烦点又

算得了什么呢？以前是爸爸太扫兴了，爸

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你得允许我成长

啊。”儿子被我这番“肺腑之言”逗得哈哈

大笑……

自尊受损
否定和贬低带来的伤害

孩子的自尊如同一棵幼苗的生长——

土壤的养分、外界的风雨和日常修剪，都在

无形中塑造着它的形态。舒悦用“空心树”比

喻部分孩子的心理状态：当父母长期以否

定、贬低的方式对待孩子时，他们的自尊会

因“营养不良”变得脆弱而空洞。在某次咨询

中，一位母亲当众数落孩子的缺点——“又

馋又懒”“成天打架”，舒悦观察到，孩子的神

情从“挑衅”逐渐转变为“头垂到胸口”。

“父母的评价是孩子认识自我的镜

子。”舒悦解释道。当父母反复强调“别人家

的孩子更优秀”时，孩子会将外界的标准内

化为对自我的审判。她举例，一名初中生曾

因成绩下滑被父亲斥责“将来只能扫大

街”，此后半年拒绝与家人同桌吃饭。“孩子

觉得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舒悦说，这种

自我否定一旦固化，孩子会陷入“我不配被

爱”的绝望中。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家长常常用“我们

当年挨打挨骂也没事”来反驳当下的教育困

境。舒悦分析，过去，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

妹的情感支持、相对简单的社会环境，以及

父母“对事不对人”的管教方式，无形中缓冲

了伤害。如今，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缺乏情感

同盟，孩子只能独自承受所有的负面评价。

在舒悦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一名女生

因迟到被当众批评后拒绝上学。在家长看

来，迟到被批评只是一件“小事”，但对自尊

受损的孩子而言，却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当孩子处于低自尊状态，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崩溃。”舒悦指

出，自尊的建立需要持续的正向反馈，而摧

毁它往往只需一瞬间的否定。

当家庭无法提供情感支撑时，孩子会

转向外界寻求补偿，比如沉迷游戏和追星。

舒悦提到，沉迷游戏的孩子往往在虚拟世

界中重建自尊：“每通过一关，系统都会给

予即时奖励，这种成就感是现实生活中无

法提供的。”追星行为则是因为明星的某个

特质恰好弥补了孩子内心的匮乏感，但这

种替代性满足暗藏危机。

更令人担忧的是小团体间的“负向认

同”：被家庭否定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用叛

逆行为证明存在感。“他们互相鼓励，把纹

身、逃课等行为当作‘勇敢’的勋章。”舒悦

强调，这些行为本质上仍是自卑的变体，

“就像受伤的动物聚在一起舔舐伤口。”

愤怒爆发
极端行为背后的真相

“孩子的自尊在持续否定中逐渐瓦解，

其心理防御机制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向

内封闭成自我厌弃，或向外爆发为激烈对

抗。”舒悦指出，部分孩子在遭遇否定时选

择沉默对抗，而更多孩子会通过激烈的方

式宣泄情绪——频繁顶撞父母、破坏物品，

甚至出现伤害性行为。

从生理发育角度看，青少年大脑前额

叶皮层尚未完全成熟，情绪调节能力弱于

成年人。“同样被批评，成年人可能理性分

析，孩子却会瞬间爆发。”舒悦指出，这种生

理特性叠加心理创伤时，容易引发极端反

应。在她接触的案例中，一名女孩因抑郁症

休学，她的妈妈每天都会掀她的被子，逼她

起床“振作”，最终导致女孩情绪彻底崩溃，

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舒悦将其称为“伤己

式愤怒”。

然而，这种自我攻击并非唯一路径，部

分孩子会选择“外放式攻击”。舒悦以家庭中

常见的“手机争夺战”为例：当父母强行没收

手机等电子设备时，孩子砸毁物品的行为看

似是对抗控制，实则与自伤行为同源——二

者皆是通过极端方式争夺主控权。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冲突最后往往以

父母的妥协收场，“这类‘胜利’反而强化孩

子的错误认知，认为只有极端行为才能争

取权益。”舒悦总结道，与此相比更隐蔽的

是“冷对抗”：孩子表面顺从，却通过自我伤

害传递愤怒。

舒悦表示，孩子的“愤怒”其实是在向

外界发出求救信号，遗憾的是，多数家长

的第一反应是孩子在挑战自己的权威，继

而采取更严厉的压制。这种“镇压—反

弹”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孩子推向孤立无

援的境地。事实上，那些“软硬不吃”的表

现，恰恰说明常规沟通方式已失效。如果

家长只看到“挑战权威”，却读不懂孩子

行为背后的无助，硬碰硬的对抗只会导致

两败俱伤。

在她看来，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跳出

对抗模式。家长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自控力

缺失是生理特点，不能简单等同于态度问

题；极端行为是长期情绪积压的结果，并非

偶然事件。舒悦建议家长在冲突中暂停说

教，转而思考两个核心问题：“孩子究竟想

通过行为表达什么？”“我的反应是在灭火，

还是浇油？”

“教育的艺术，在于识别那些裹挟在愤

怒中的成长诉求。”舒悦表示，当父母不再将

顶嘴视为冒犯、摔门看作叛逆，转而探寻孩子

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时，才有破局的可能。

从对抗到共生
教育不是单方面的“改造”

当孩子通过发脾气、摔东西或伤害自

己来表达愤怒时，许多家长会陷入两难：管

得松怕纵容，管得严又怕激化矛盾。舒悦将

亲子间的对抗比喻为拔河，“双方越用力，

绳子就绷得越紧”。

一个男孩因父亲强行没收手机，将家

里的东西砸了个遍，亲子矛盾升级为剧烈

对抗。在舒悦的建议下，父亲改变策略，每

晚7点，全家将手机放入抽屉，用两个小时

陪孩子拼装航模、观看纪录片。一段时间

后，男孩逐渐从被动配合转为主动管理手

机使用时间。“问题的关键不在手机本身，

而是亲子间断裂的信任。只有父母停止对

抗率先改变，孩子的防御机制才会逐渐松

动。”舒悦说。

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在另一个家庭

也得到体现。发现儿子因偷听电视剧影响

学习后，父亲没有责罚，而是与孩子约定：

“你做到专注学习，我就能做到不看电视。”

在舒悦看来，这场关于“自律”的平等约定，

比任何说教都更具说服力。“亲子关系中的

权威，从来不是靠音量或暴力维系，而是以

身作则的感召力。”她进一步指出，正如那

些抱怨孩子沉迷手机、自己却时刻刷屏的

家长，其教育失效的根源在于行为与要求

的割裂。

化解冲突更需要“留白”的艺术。舒悦

举例，当孩子锁门拒绝沟通时，母亲在门缝

下塞入纸条：“妈妈现在离开，但你有什么

事情的话，随时可以找我。”这种留有余地

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孩子的尊严，也传递

出不变的爱与接纳。“原本紧绷的气氛，因

家长态度的软化悄然消解。”舒悦说，教育

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父母能否将“我要制

服你”的对抗心态，转化为“我想理解你”的

探索姿态。

谈到具体的方法，她以“三明治沟通

法”为例：先肯定孩子的主动性，再给予恰

当的建议，最后鼓励孩子“你一定能想出更

棒的方法”。这种交流模式既不放弃原则，

又呵护了孩子的自尊心。而对于孩子屡教

不 改 的 问 题 ，舒 悦 则 主 张“ 自 然 结 果

法”——与其唠叨“不写作业会挨批评”，不

如让孩子体验自然后果，并在事后引导其

反思。

“教育不是单方面的‘改造’，而是双向

的治愈。”舒悦表示，无论父母，还是孩子，

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的关系主体，只有当双方都从自身出发，

积极地做出改变与调整，学会理解、包容和

尊重对方，才能成就一段和谐的亲子关系。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说不得、碰不得？为什么曾经的“打骂教育”如今

行不通？当孩子顶嘴、摔门，甚至做出极端行为时，许多家长陷入焦虑与

困惑：明明掏心掏肺为孩子好，为何换来的是对抗与不理解？本期，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咨询师舒悦通过真实案例讲解与心理分析，带领家长

看清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找到化解亲子对抗的“钥匙”。

童心需要呵护
■ 商艳燕

“有一天，班里来了一个代班老师，那

是一个怪兽。我跑出校门，抱着大树摇了3

次。那个怪兽也跑出校门，抱着大树摇了3

次。我对大树说：‘赶紧让那个怪兽消失

吧！’怪兽对大树说：‘给我个老婆饼吧！’

突然，一个老婆饼从天而降，老婆饼把怪

兽压扁了，怪兽消失了。于是，我们两个的

愿望都实现了。”

儿子刚上小学，在老师的要求下开始

写日记。从此，他的日记上常常出现“奇谈

怪论”，我当珍宝一般收着。儿子写这个小

故事时，字歪歪扭扭的，还夹杂着无数拼

音。但故事之有趣，令我赞叹。

儿子从小语言表达能力强，总是像

“小大人”一样和成人对话，描述事情时也

清晰、有条理。这与我不把他当无知小儿

对待有关。平常，我既教他些基础知识，也

经常和他闲聊。儿子偶尔有不符合成人标

准的语言，我从不贬低、嘲笑。一些别人觉

得是小孩子在“胡言乱语”的话，我也会看

到儿童特有的天真，向他表达喜欢。儿子

知道自己被大人喜爱，便愈发天真烂漫。

上学后，儿子有了新世界，每天回家

他都会和我讲学校发生的事情，辅之以夸

张的想象。此时，我们如果津津有味地听，

孩子就知道我们不嫌他烦，愿意跟大人喋

喋不休。

有时，我和他的聊天仿佛一场智力较

量。有一天，他说班里进了一条野狗，吓我

一跳。我旋即明白，这是他的脑子里又开

始“刮旋风”了。但我仍然瞪大了眼睛，一

副迫切期待他说下去的表情。他说：“那条

狗有课桌那么大，进门就开始吃人！同学

们都被送到医院去了。它刚要咬我，我就

钻到了桌子底下。它一步就跃上了桌子，

我使劲一晃，它被晃到地上摔死了。”我给

这个故事命名为“野狗记”。

下午，我问他家里的小花狗睡没睡

觉。他说：“它想玩积木，让我去替它当狗。

我说：‘我没有狗皮呀。’它说：‘把我的给

你。’于是，我就去当小狗了，它就玩了一

中午积木。”

他说这些话时，我笑得合不拢嘴。我

的笑就是对他的鼓励，他知道妈妈能够理

解他，说话便天马行空，不必担心哪句话

说错了，这样，他便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随

口“蹦”出来。

儿子每天说很多有趣的话，他一说，

我就赶紧记到日记本上。有时，睡前他还

会没完没了地说，最后累到“自动关机”才

算罢休。他还叮嘱我：“妈妈，以后你就拿

我说的话出一本《睡前语录》。”

小孩子说话之天真，是成人无法模仿

的，带着爱心去倾听孩子，你会感叹儿童

世界之美好。

有一次，旅游归程时，坐在我身后的

小女孩一直在讲一些颠倒话：“以前是面

包吃我，现在是我吃面包；以前是帽子戴

我，现在是我戴帽子……”她爸爸嫌她喋

喋不休，让她少说两句。小女孩有些羞愧，

仿佛做了什么傻事。我觉得这么可爱的孩

子，不能被大人的严肃扼杀了童心，便回

过头对她爸爸说：“她真有趣，我太喜欢听

她说话了。”

美国绘本作家苏斯博士的《桑树街漫

游记》中，小马克每天走在回家路上都有

很多奇思妙想，他能够把看到的一辆马车

想象成一场全世界都来参加的游行狂欢。

可是一进家门，爸爸眼光锐利地问他在放

学路上看到了什么，小马克的快乐便轰然

而散，只会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桑树街

上只有一辆平平常常的马车。”

小马克为什么会吓成这样？因为爸爸

每天都叮嘱他注意观察放学路上看到的

一切，可是他一说，爸爸就瞪大眼睛，声色

俱厉地说：“别再编造奇怪的故事给我听，

别把小鱼儿说成巨鲸。”

看吧，多么严肃的爸爸，他忘记了童

年，也不理解童年。他只想听现实中看到

的事情，不明白小孩子的可爱与可贵之

处，恰恰来自他们可以轻易抵达幻想世

界。马克的爸爸一张嘴就扼杀了孩子的天

然本质。

《小王子》中的飞行员，也曾是天真的

儿童。他说一顶帽子是令人害怕的，大人不

明白。他画给大人看，“帽子”其实是一条正

在消化一头大象的蟒蛇。大人劝他不要总

想这个了，还是关心一下地理、历史、算术

和语法。于是，他放弃了画画，后来遇到只

能回答“这是一顶帽子”的大人时，他就再

也不说什么蟒蛇、原始森林、星星的事情，

而是说大人喜欢听的事情。儿童不能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模样，只能活成大人想要的

样子，这是对儿童成长规律的漠视。

如果世界只剩下枯燥与无趣的东西，

生命将是一场多么乏味的旅行。希望成年

人不要遗忘了天真与想象，看到孩子的可

爱之处，呵护孩子的奇思妙想，让他们可

以自由地长大，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妙绝伦

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