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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村民们（上）高二男生抑郁休学

睿智妈妈有效沟通让他重返校园
□纪瑾

在家休学近一年的成
成（化名）终于重返校园
了，这一切均得益于妈妈
曾女士与他进行了有效的
沟通。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
推动世界的手。”实际上，
能够了解孩子心理波动，
并能和孩子进行有效沟通
的妈妈是难能可贵的。曾
女士在成成出现心理问题
后，看遍与心理学有关的
书籍，最终找到了合适的
方法和孩子进行有效沟
通，令他找回自信，重返学
校。

成成进入高中后，因性
格内向，一直无法融入到集
体当中。后因学习成绩不
好，他越来越压抑，上高二
时，就再也不想去学校上课
了。

曾女士告诉记者，成
成刚上小学时，成绩在班
上都是倒数的。因恨铁不
成钢，丈夫每次辅导成成
学习时都大发雷霆，成成
感到天都快塌下来了，根
本无法听进爸爸的辅导。
她担心丈夫这种教育方法
会给孩子造成心理压力，
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
长。为此，她曾多次和丈
夫沟通，说出了心里的担
忧。丈夫不仅不听劝告，
还说孩子由曾女士一手带
大，孩子如今这样都是曾
女士的错。于是，因为孩
子的教育问题，她经常和
丈夫发生争吵，最后丈夫
干脆放弃管教，下班后就
出去打麻将，以泄心头不
快。

进入高中以后，成成
的学习成绩依然落后、与
同学相处也不融洽，曾女
士一直担心孩子会有心理
问题。为此，这些年来，她
一直在看有关心理教育的
书籍，以备需要时能够起
到作用。

成成不想继续上学，
成成爸又一次火冒三丈，
曾女士则冷静面对。她静
下心来，站在孩子的立场
感受孩子的一切，她感受
到孩子内心的痛苦和纠
结。她尝试和成成沟通，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成成
还是愿意静下心来和她沟
通的。

有一次成成对曾女士

说，小学三年级时，他再一
次遭到爸爸责骂后躲进洗
手间，不停揪着头发并捶打
自己的头，痛恨自己为什么
不变得聪明一些。

曾女士听后非常心痛，
抱着孩子说：“对不起，是我
无能，没能保护你。”

成成眼圈一下红了，哭
着说：“我真的很爱爸爸，可
是总达不到他的要求，我感
到很痛苦。”

“其实你爸爸是很爱你
的，你没听说过‘打是亲，骂
是爱’这个道理吗？”曾女士
说。

“可是我一点也感受不
到他的爱，他除了要求我学
习好，打骂我，从来没有做
过其他，没有好好陪伴过
我，他好像一点也不理解
我！”成成说。

“你可以尝试和他说出
这些心里话啊！”曾女士鼓
励道。

“我不敢，而且他也不
给我回嘴的机会。”成成摇
摇头。

“你可以的，试试！”曾
女士再一次鼓励道。

接下来，曾女士换了一
种方式和丈夫沟通，她知道
丈夫平时喝茶时喜欢看书，
就在茶几上有意放了一两
本有关青少年心理教育的
书籍，并偷偷观察他的举
动。令她欣喜的是：他对这
些书很有兴趣，一直坚持在
阅读。

成成有一次打篮球回
来已经很晚，也许是阅读
心理教育的书籍起了一定
的效果，爸爸一改以往责
问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
地让他以后早些回。爸爸
又问他都和哪些人打球
时，成成冲他吼道：“除了
学习，你还会关心我吗？”
爸爸对孩子的顶嘴感到非
常惊讶和恼火。为了维护
父亲的面子，他再次教训
起孩子。这次成成并未示
弱，通过顶嘴说了许多心
里话。

曾女士在一旁看着这
对父子，并没有上前劝阻。

她说：“这是好事，孩子
通过顶嘴，渲泄了负面情
绪，丈夫也发现自己在教育
孩子上所存在的问题。”

接下来，所有问题都解
决了，爸爸学会以平常心对
待孩子的成长，成成主动要
求重返校园。

珠海市心理咨询
协会会长、高级心理咨
询师丰柯表示，在家庭
教育中有一种非常普
遍的现象，那就是父母
在孩子的教育当中不
懂得如何分工合作。

从心理学来看，母
亲和孩子的关系，是一
种精神连体关系（父子
关系是客体关系），如
果要让孩子成长，母子
连体关系就要适时分
离，特别是母亲要忍痛
割爱主动分离，孩子才
能调动自己的力量，顺
利成长。做母亲的千
万不要阻拦甚至剥夺
父亲引领教育孩子的
权益，勉为其难地代替
父亲教育孩子。孩子
长到 3 岁以后，母亲就
要主动放手，让父亲承
担 起 引 领 教 子 的 责
任。要知道，孩子只有
在经受压力之后，才会
产生动力，才能更茁壮
地成长。而父亲则是
孩子承受压力、锻炼成
长的第一关。

本案中的曾女士
和丈夫都走进了不同
的误区，才会导致孩子
出 现 所 谓 的 心 理 问
题。第一，曾女士的丈

夫那种“孩子必须服从
他，学习必须好”的强
迫思维，使孩子在家庭
教育中受到极大压制，
从而敢怒不敢言，导致
出现心理阴影，害怕与
父亲交流，无法走进彼
此心间，格格不入，影
响 了 父 子 间 的 感 情 。
第二，曾女士的丈夫不
该因教子受阻逃避责
任，把属于自己的责任
推给妻子，增加了妻子
的焦虑情绪；第三，曾
女士不应该去包揽孩
子教育，应当充分信任
丈夫有能力有办法搞
好与孩子的关系，在与
孩子的进一步接触中，
找到更有利、更适合孩
子的方法，从而增进孩
子自主成长的智慧和
力量。

在一个家庭中，如
果每个人（包括父母和
孩子）都有相互尊重的
边界感，体悟到人生的
价值感和责任，各尽其
责分工合作的话，后来
的曾女士也不需要如
此难受地隐忍，成为调
节父子关系的“裁判”
和 好 为 人 师 的“ 指 导
者”。

（纪瑾）

在家庭教育中，
夫妻双方应各尽其责

□四月

搬到乡下村庄里居住，不过才
半年，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闲
空的时候并不多。但不知不觉间，
竟然也“认识”了一些邻居，姑且就
把他们叫做“村民”吧。

这个村有一片奇怪的烂尾楼，到
夜间便有些瘆人，还常常可以看到萤
火虫从其间飘出。但似乎通了水电
的，也有几户拾荒人家住进这烂尾楼
里。有个白发奶奶总在二楼阳台注
视着小子去往环卫垃圾箱里扔垃圾，
然后赶紧下楼，笑眯眯地一番捡拾，
把一些还能废物回收的物品带走。

“妈妈，这老奶奶都有70岁了
吧？还这么辛苦，真可怜啊！”于是
有意识地把一些废品积攒着，攒了
一堆后，小子就去叫老奶奶来家里
一并收走，还好也总有一个阿姨推
着小拖车帮着收。第一次收完了，
老奶奶说要给点钱，小子说不用不
用。过了一个星期，老奶奶叫住小
子，塞给他一袋鸡蛋，说是自家院子
里养的，好吃！

小子好喜欢也有点尴尬，说妈
妈你看，老奶奶还给鸡蛋呢。“是
啊，人人都有自尊、体面的，我们不
是施舍，人家也不接受可怜。老奶
奶这样硬硬朗朗的，我们得学着点
儿。”小子似懂非懂，接受两次鸡蛋
后，又想了一招：每天丢垃圾的时
候，直接把“可卖”废品放进老奶奶
家楼下墙角。这样，虽然吃不到香
喷喷的鸡蛋了，小子倒是心安些。

村子之间的交替地带，开着一
家夫妻大排档。头一次去吃饭，虽
是朋友请客，店家却把一应客人的
面容都记住了。再次自家人去吃，
点菜时，老板娘居然说出你家仔仔
最爱吃香蒜排骨，这个菜要吧？小
子有点“受宠若惊”，即刻投桃报李：
阿姨，你家餐馆的广告牌就挂在我
家门前电线杆上呢！

夫妻大排档的洗手间，设在路
口一套小土房的角落里，干干净
净，没有一点异味。村里好多老人
家总聚在小土房里玩纸牌，兴致盎
然的，俨然一个老人俱乐部。店家
免费给老人们送来开水，解渴用。
晚饭后我与小子一起乡间徒步，这
个常常很晚才关门的洗手间真是多
次“救急”，小子还动辄就找店家要
纸巾，夫妻俩总笑眯眯递上纸巾筒。

偶尔走久了走累了，会奖励小
子，去大排档买瓶冻可乐。小子显
然也把这里当“宝”献，小姨来过暑
假，两吃货就隔三岔五拐到大排档
去宵夜。所以，某天，当店家说大排
档要拆了、生意暂停，我们好失落。
店家接着说，明年春节后再开，大排
档要重建、扩大铺面。我和小子又
会心一笑。

萌娃子张曰：除了在我们村认
识了新邻居以外，我还在附近有篮
球场的村子里，认识了一个把我当
成他徒弟的大哥。我习惯叫他教
练，他每次一见我就说：“喂，你也在
啊！一起练球吧！”但他总是和我练
不了多久，为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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