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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秀
教子有方教子有方

分析

案例

参与方式

家长谢先生：我女儿今年10岁，才上小学五年级，以前活泼爱笑，应该说这么一
个小不点对死亡是没什么概念的。可新学期开学后，不知她遇到了什么事，居然天
天闹着跟我说“怕死”，夜里不敢一个人睡，回家后也总是闷闷不乐。我除了不停地
安慰她，如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小孩子的心理对“死”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恐惧？
他们有死亡观吗？

孩子对孩子对““死死””为什么会为什么会
有那么大的恐惧有那么大的恐惧？？
专家开方专家开方：：与孩子谈心与孩子谈心，，进行生命教育进行生命教育

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教子有方”微信群，将您在教育
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将在本报“教子有方”栏目
中，就最热门、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或资深
教育界人士进行探讨，答疑解惑，给出意见和建议。

“我是珠海人，我自豪！”这句
话寄托了无数珠海人的愿景，说
罢总会有一股幸福的滋味。

第一次为珠海庆生，听妈妈
说，珠海本是一个小渔村，凤凰路
则是小渔村的第一条水泥路。我
望着远处，如今高楼成群，活生生
一幅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

日月贝的色彩时而精艳，时
而粗犷。处在高处，往下眺望，人
山人海。初次为珠海庆生，就体
会到巨大热情，令我难以忘却。

“砰”！第一朵烟花绽放。这
烟花，因属于自豪的珠海人而璀
璨耀眼，像梦幻一般，那闪烁的光
芒，就是梦的眼睛了。

这次为珠海庆生，我不仅欣
赏了一场视觉盛宴，也得到了心
灵的洗礼。

香洲一小六（8）班 陈龙
指导老师 黎毅

第一次为珠海庆生

今天，动物王国举行选美大
赛。狐狸阿姨、梅花鹿姐姐、白兔
妹妹等好多动物都来了。

很快，选美大赛开始。先是
狐狸阿姨出场，评委们一看，心想
打扮那么漂亮，但性格又不怎么
样，太多计谋了。结果，狐狸不过
关，被淘汰了。白兔妹妹的成绩
也不理想。长耳朵，短尾巴，样子
不错，但整天闹着这怎么了那怎
么了，太任性，不过关。

第三个是小杜鹃。小杜鹃打
扮得花枝招展，多姿多彩，但想起
小杜鹃上场前还把小麻雀啄伤
了。“不过关。”评委小猫说。

小 动 物 一 个 接 一 个 上 台 比
赛，最后一个是梅花鹿。评委们
发表意见，小乌龟说，“有一次，我
家着火了，梅花鹿挑着一桶水经
过。我看着火势越来越大了，就
缩进壳里，没想到还是烧着了。
梅花鹿毫不犹豫地将它从 20 里
外小河挑的一桶水泼到我家里
面，终于把火浇灭了。”后来，小
猫、小松鼠等评委都发了言，说了
梅花鹿热心帮助别人的故事。最
终，梅花鹿夺得了第一名。

狐狸不服气，酸溜溜地说：
“它还没我的外表漂亮呢，为什么
第一名不是我？”评委中的老大狮
子说：“外表美不美不重要，心灵
美才是最重要的。梅花鹿的心灵
最美，所以我们都认为她该得第
一名！”

香山学校三（1）班 麦湘曼
指导老师 王 超

小动物选美

珠海市帮达心理咨询
有限公司首席心理专家曹
泽能：

谢 先 生 ，你 的 苦 恼 在
于，把孩子的“死亡观”等
同于成人的“死亡观”。

死 亡 是 一 个 抽 象 概
念，来自人们大量的认知
累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
变的过程。抽象概念一般
是不容易解释到位的，或
者说是无法详尽清晰解释
的，甚至有些只能意会，难
以言传。

成 人 眼 里 的“ 死 亡
观”，因人而异理解不同。
把死亡看得智慧，便成了
哲人；把死亡看得通透，便
成了圣人；把死亡看得自
然，便成了凡人；把死亡看
得 恐 惧 ，便 成 了 病 人 ……
你是哪种呢？你可能会把
你对死亡的理解内涵传递
给孩子，而孩子的接纳程
度如何，是由她的思维阈
限来决定的。

相对来说，孩子 10 岁
是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
维过渡的转折期，对事物
的理解与对生命的把握处
于模糊、胶着状态。内在
含混，外在求知欲望强烈，
同时也会把片面理解与肤
浅认知转化成非正常的日
常行为，而困扰自己和家
长。譬如对待死亡，大多

数成人较为理智，而 10 岁
的孩子就会冲动、害怕，因
为他们已知这是永久的离
别，但无法透切领悟人生
的自然规律与深刻含义。
换一句话说，即便家长开
导再精辟，孩子的思维还
是无法与家长同频共振。
如同多年前的一部手机，
操作系统无法升级到现在
的智能手机。

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必
然走向死亡的战粟，这是
人类集体无意识与生俱来
的痛。问天何寿？问地何
极？我从何处而来，要到
何处而去？没有我之后，
这 个 世 界 会 是 什 么 样
子 ？—— 对 待 死 亡 教 育 ，
国人一直忌讳，拒绝于自
然科学知识之外，以至于
我们许多的死亡知识都是

“自学成材”、道听途说。
当 一 件 与 我 们“ 生 死

悠关”、息息相联的事，无
法通过公开、科学的平台
获取丰富的信息时，孩子
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孩
子的苦苦追问、苦苦思索
是有道理的。

谢 先 生 ，现 实 生 活 中
哪些原因激活了孩子内心
深层的恐惧呢？这才是我
们现时需要有效处理的。
从你提供的有限资料来分
析，可能有如下因素：

一是学校因素。开学
伊始，习惯休闲放假的孩
子一时难以跟上紧张的学
习节奏，郁闷是孩子在缓
冲 适 应 过 程 中 的 必 然 呈
现，是“开学综合症”表现
之一；抑或更换了孩子熟
悉的班主任或科任老师，
孩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眷恋过去老师，不习惯新
老师，无奈、伤感容易诱发
不安全感。此外，临近清
明节前期，学校是否进行
过生命死亡教育？

二是家庭因素。或许
近期你们家庭圈子出现了
较大的变故，如长辈病故、
亲友横遭意外及婚变等；
还有就是你们夫妻二人之
间是否出现了裂痕，或者
你 们 并 没 有 真 正 出 现 裂
痕，但你们非妥当的交流
方式与沟通内容，让孩子
感受到家庭即将“解体”，
危机逼近迫使孩子不得不
有所身心反应。

三 是 个 人 因 素 。 最
近，孩子有无遭受父母所
不 知 道 的 痛 苦 打 击 与 劫
难？另外，作为青春期前
期的女孩，心理水平尚处
于从幼稚的童年向成熟发
展的过渡阶段，会出现成
人感与半成熟状态的矛盾
——这是人生必经的矛盾
冲突，其情绪波动与躁动

也是不可回避的。
针 对 上 述 三 种 可 能 ，

可分别作出相应对策：
第一，与老师互动，了

解 详 情 ，如 属“ 开 学 综 合
症”，假以时日，会自动消
失。如属更换老师，尝试
让新老师多些关注即可。
如果属于生命教育而触发
死亡焦虑，不妨在孩子情
绪平和的时候，让她写写
生命愿望清单，并引导、陪
伴她积极去完成愿望，从
而主动地去探索生命的意
义；

第二，反思家庭现状，
亦可与孩子讨论她对家庭
成员的感受，看看有无感
知错位；

第 三 ，让 母 亲 与 孩 子
谈谈心，捕捉她对自己身
体、对异性、对世界新的诠
释，进而有的放矢跟进。

“好好活，因为我们要
死 很 久 ”，这 句 网 络 流 行
语，也可作为我们珍惜生
命的注脚。及时对孩子进
行生命教育，尤其在清明
前更具实际意义，因为我
们会祭拜祖先与先烈。当
我们勇敢面对与主动探索
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认
知会升华，就会不自觉少
了焦虑，从而懂得尊重生
命 去 达 成 自 己 的 人 生 愿
望。（廖明山 王晓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