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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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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分析

教子有方教子有方

作文秀

家长：我小孩今年初二，成绩不是很好，老师反映课堂上有讲话现象。回
家后问他，他好像很委屈，说没有，是其他同学讲话。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我应该相信谁？相信儿子？老师又是言之凿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该相信孩子还是老师？
专家观点：把握孩子的内心脉搏，平时多与老师沟通

在一个下着小雪的冬天下午，寒
风刺骨。在车来人往的街上，有一只
刚出生不久只有巴掌大小的小猫，在
街边的树底下无助地叫着，好像在说：

“救救我吧，好心人！”可是，街上的男
女老少都是行色匆匆，都没有看到这
只可怜的小猫，听不见小猫柔弱的呼
救声。

那天，陆天正好走过这条嘈杂
的街道，他听见了小猫微弱的叫声，
顺着声音发现了小猫。陆天心生怜
悯，怕惊吓着小猫，他放轻脚步慢慢
地朝着小猫的位置走去，用手轻轻
抚摸着小猫的身体。他发现小猫身
上没有多少热度。陆天心想：这只
小猫太可怜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
主人遗弃了。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如果不带它回家，估计小猫很难存
活。先把它抱回家，安置在阳台上
也比这里强，爸爸妈妈肯定也会跟
我一样，不想小猫在这里挨冻的。
这样想着，陆天将天蓝色的围巾从
脖子上摘下来，将小猫包着并抱起
来。

在不远处，穿着志愿者服正在疏导
交通的徐明发现了陆天的举动，立刻跑
过来，抱过小猫仔细观察后，对着满脸
不解的陆天说:“这只小猫应该骨折了，
要马上送去宠物医院才行。”陆天听完，
立刻点头表示赞同。两个人当即抱着
小猫往宠物医院跑去。

雪越下越大了，放眼望去，都是白
茫茫一片。寒风刮在陆天与徐明的脸
上，但他们的脚步丝毫没有慢下来，反
而越走越急。等他俩来到宠物医院，
街边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他们立刻
将小猫交给医生救治。

医生给小猫接完骨，他俩掏光
了口袋里所有的钱，勉强付了医药
费。这时，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奶奶
急急忙忙进了宠物医院，一把抱起
小猫着急地说：“妙妙啊！你个淘气
的小家伙，到处乱跑，奶奶还以为你
离家出逃了呢。”陆天有礼貌地打断
奶奶的自言自语：“奶奶，这是您养
的小猫吗？”老奶奶点了点头说：“谢
谢你们救了妙妙，这是两百元，谢谢
你们支付了小猫的治疗费，多余的
钱是奖励你们的，请你们一定收
下。”陆天连忙说：“不用了，奶奶，钱
您自己收好，下次不要再把小猫弄
丢了。”老奶奶听了立刻保证不会再
大意，再次对他俩表示感谢后，抱着
小猫离开了宠物医院。

望着老奶奶远去的背影，陆天与
徐明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一同走出
了宠物医院。

外面的雪停了，两个充满爱心的
少年内心温暖，感觉这个冬天一点也
不冷。

作者：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七小学
覃紫涵

指导老师：曹雪 卓泳萍
指导老师点评：冬天的天气虽然

寒冷，但陆天与徐明的举动却让人倍
感温暖。小作者注重环境、动作、语言
的描写，有着扎实的文字功底，不失为
一篇佳作。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冬日里的温暖

珠海市帮达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首席心理专家曹泽
能：家长你好，我先分析一下
儿子、老师及你，三个人不同
的“社会角色”。

所谓社会角色，是指某
人与他的社会地位、身份相
一致的行为方式及相应的心
理状态。按角色的获得方
式，可分为先赋角色与成就
角色。前者是建立在先天因
素上的，如家长、孩子的角
色；后者是通过努力获取的，
如老师的角色。

社会角色在扮演的过程
中，包含三个要素：

一是角色期待，即社会
大众对某人的行为方式的要
求与期望。如对老师的期待
是，希望老师对孩子多关心、
有耐心、负责任、公平对待
等；

二是角色领悟，指某人
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与理解。
如家长会根据老师与孩子的
期待，不断自我调整，希望做
合格父母；

三是角色实践，即在角
色期待与角色领悟基础之
上，某人在实际生活中所表
现其社会角色的过程。如你
儿子如何成为一个中学生，
怎样学习、遵守校规等的连
续反应、反馈。

下面我们再分析一下
“角色失调”。在实际生活
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
开始就清楚自己的所作所
为、中途能约束自己的所作
所为、自始至终完成自己的
所作所为，或经常在社会角

色扮演过程中产生纠结、矛
盾，甚至障碍与失效，这就是
角色失调。角色失调有四种
形式，分别是角色冲突、角色
不清、角色中断、角色失败。

如果从经典精神分析学
派的人格结构理论来分析，
孩子、老师、家长三方之所以
容易角色失调，大致原因有：

对于孩子来说，他青春
年少，可能“本我”强大。所
谓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
低层，指人的原始的无意识
本能，是生物性冲动和欲望
的贮存库，遵行快乐原则，寻
求直接满足，是被压抑、摈斥
于一时之外的人的非理性
的、无意识的生命力、内驱
力、本能、冲动、欲望等心理
能力。也就是说，假设你儿
子在课堂讲了话，是他潜意
识认为有这个讲话的本能需
求，一时忽视课堂纪律而冲
口而出，可能连他自己也没
有完全意识到违反了课堂纪
律。

对于老师来说，或有两
个原因，一是因为职业习惯，

“超我”强大。所谓超我，位
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遵行
道德原则，由社会规范、伦理
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仿
佛是社会道德训条、社会禁
戒、权威者的高尚道德的代
表，控制和引导本能的冲动，
并监督自我对本我的限制。
试想想，哪个老师不是严格
要求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的呢？退一步，如果真有
老师任由学生在课堂上打瞌
睡、乱讲话、不服从管教等，

那么我们家长也会说，这个
老师“德不配位”，甚至会去
投诉这个老师。第二个原
因，人从事某职业久了，或多
或少、或轻或重都会染上一
定的“职业病”。对于老师来
说，比较容易陷入一种“美即
好效应”。这个美即好效应
是指，对一个外表英俊漂亮
的人，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
的其他方面也很不错。类似
现象是，不少老师对学习成
绩好的学生，往往流露出喜
爱的神色，并器重他们，而对
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却往往
不足够重视。

对于家长来说，可能“自
我”不够强大。所谓自我，位
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次，是

“夹心饼干”，遵行现实原则，
需要有高超的手腕来平衡本
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时而
管理本我，时而服从超我，个
中艰辛只有自我知道。人们
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不
为父母，难知其心。为人父
母，方知不易”，大概就是家
长们内心无奈的真实写照。
这位家长，你之所以举棋不
定，就是害怕相信了孩子就
会误会老师、害怕相信了老
师又会冤枉孩子，从而陷入
左右为难的双避冲突之中。
说白了，你的沟通能力、判断
能力都亟待提升。

所以，这位家长，基于以
上抽丝剥茧的心理分析，我
能给到你的建议是：

第一，你一定要弄明白，
老师向家长反映的目的是什
么？你不知是相信儿子、还

是相信老师，其背后的实
质因素是什么？换一种说
法，即使你相信了孩子没
有在课堂上讲话，而其他
方面有待改进，难道就达
到了你送孩子上学的目的
吗？或者说，即使你相信
了老师的说法，难道你就
平衡了与老师与孩子之间
的关系吗？难道你的问题
就到至此结束了吗？你和
儿子接下来该怎么样做
呢？

第二，你需要反思一
下，你平时与儿子的沟通
质量如何？是否走进儿子
的内心，是否能准确把握
他的内心脉搏？他现阶段
的烦恼是什么？他的理想
是什么？如果他有清晰的
理想，可能会持续努力学
习，或能适当调整自己的
情绪与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果还没有，就需要协助
他去规划自己的学习目
标。

第三，你需要平时多与
各科老师沟通，尤其是班主
任。沟通频率建议是一个
月至少有一次面对面或电
话沟通，不建议微信文字沟
通，因为文字沟通耗时多、
对文字表达要求严格。当
你及时、全方位与老师沟
通，充分了解老师的敬业态
度后，不但可以减少误会，
还能了解孩子在校的具体
情况，你就基本上不会再有
是相信孩子、还是相信老师
的问题了。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