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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期末复习周，相信很多家庭最近都陷入焦虑中，其实孩子

们比家长更紧张。本周，记者采访了杭州主城区的十所中小

学，走进了学校的心理辅导室，和老师们聊了聊发现，心理辅

导室已经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孩子们肚子里藏

了不少心里话。

据中科院心理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

发展报告（2017-2018）》指出，3000 万儿童和青少年遭受

抑郁、焦虑、强迫、厌学、网络成瘾等心理问题困扰。

一个小茶几，几张小沙发，四周被温柔的墙面包裹，关上

门，这样温暖而安全的小屋，是大多数学校心理辅导室的格

局。现在的学生面对心理咨询的态度更开放，观念也更科学，

很多辅导室一到中午都是满的，“我们这一年接待了三百多人

次学生咨询，平均工作日每天要接待 3 个娃左右。”一位初中

心理辅导老师说。

记者调查发现，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业压力，名列“成

长烦恼”前三甲。其中最让孩子们发愁的，是亲子关系问题。

下面这些故事，也许值得我们这些家长深思（因受访者要求，

文内我们采用了化名）。

期末复习周期末复习周，，记者走访杭城十所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发现记者走访杭城十所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发现————

亲子关系超过学业压力亲子关系超过学业压力
成为杭城学生最大烦恼成为杭城学生最大烦恼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陈宏程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陈宏程

杭州上城区教育学院心理研究员沈晓琴

老师从事青少年心理辅导工作多年，很多人

往往觉得离异家庭、离异再组合家庭、二胎家

庭等容易产生亲子冲突，但有一种家庭很容

易被忽视，看上去很暖，一切围着孩子转，实

则“很冷”，父母“只谈学习，不谈感情”，父母

对孩子的关心、照顾，目的性很强，很大程度

上基于孩子能不能好好读书，获得父母心目

中的成功。

初三女生程程，学习成绩拔尖，在绘画上

也很出色。程程想考美术班，这对爸妈来说，

无疑晴天霹雳。他们早早给女儿规划好了求

学路线——先考上“前三所”，大学选个金融相

关专业，以后从事金融行业，凭女儿之前十多

年来一贯的优异表现，这条路是理所当然的。

父母苦口婆心地劝说无效，就严厉地下

命令，但女儿软硬不吃，双方都不肯让步，剑

拔弩张。

突然有一天，程程就不去上学了。女孩

妈妈找到沈老师时，神情憔悴，头发一把把地

掉，已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孩子太不懂事了，

喜欢画画可以当业余爱好啊，为什么非要和我

们对着干？”因为平时主要是她在管娃，爸爸觉

得女儿会这样是因为她没做好教育工作。

沈老师仔细了解后发现，程程的父母对

于女儿的关注，绝大部分是在学习上，而情感

交流非常少，“孩子想要成长，有强烈的自我

选择愿望，但家长总说，你应该听我们的，孩

子就用不去上学来对抗，这其实是孩子情绪

的一种表达。”

沈老师与女孩父母进行几次沟通后，夫

妻俩终于决定改变态度，把未来的选择权交

给女儿。当他们和女孩表明态度，诚恳地为

自己的强势和控制道歉后，女孩马上主动去

上学了，后来在谈到未来时，也愿意和父母一

起聊一聊，甚至不再执着一定要考美术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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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啦，孩子们复习迎考不容易，父母们

做好后勤、陪学一样劳力劳心，这样剑拔弩张

的时刻，怎么说话也是个大学问。

杭州某初中心理辅导站站长周老师向记

者透露，学校最近刚进行了一次全校学生心

理测评，心理状况不好的学生 90%都与家庭

状况有关。“有的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有的

是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平常和父母交流很

少，还有的是父母过度关注成绩引起的。这

些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通常会表现为情绪低

落，脸上总是‘乌云密布’的，或者情绪很大，

无法控制，以及学习没有心思等等。”

杭州第十中学专职心理辅导老师朱思颖

则总结了孩子们讨厌和喜欢的两类表达方式

——家长们请聪明又理智地听，也请温和又

坚定地表达。

以“你”开头的话，充满指责、命令、抱怨、

说教、警告、质问等。比如“你看看某某多好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必须

⋯⋯”、“你这人就是这样⋯⋯”。还有家庭里

经常出现的经典“三连拍”：作业做好了吗？

考了多少分？可以睡觉了！

这些话，请家长们少说，这会让孩子觉

得，跟父母没办法交流。

如果要表达生气等负面情绪，也请多说

以“我”开头的话，往往效果会好很多。比如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担心你，怕太晚睡觉

明天起不来！”“我希望下次这样的情况，你能

提前告诉我。”

以“你”开头的话
能不说就别说

注意啦

在初中的心理辅导老师

林玲看来，很多孩子愿意来心

理辅导室吐露心声，是觉得在

房间里很放松，老师可信任，

可以理解他们，“聆听孩子的

困惑，理解他们的感受，孩子

感受到自己是被支持的，有时

候自己会尝试走出困境。”

一次考试之后，初一女

孩小董哭着找到林玲，“同学

不喜欢和我玩，我很喜欢的

一位老师批评了我。回到家

跟爸妈吐槽，他们非但不安

慰，还打击我。好绝望啊，我

成绩不好了，大家都不喜欢

我了。”小董小学时成绩很

好，但到了初中，因为班里优

秀的孩子多，她的成绩不知

不觉滑到了中下。

林玲让她尽情抒发，说

完了，小董觉得心里舒服多

了。进行第二次心理辅导的

时候，林玲发现，女孩的脸上

多了神采，“前些天是我生

日，班主任老师送了我一个

小礼物，虽然每个同学的生

日都会收到礼物，但我收到的

这个文具正是我一直想要的，

原来我也被老师重视的，她并

没有因为我成绩不好不理

我。”又过了几天，小董的英语

老师结婚了，她用英语写了一

封祝贺信，老师很感动，给她

回信，并郑重地说了谢谢。回

到家，爸妈又表扬她了。

林玲说，孩子在反思，心

理疏导就成功了一半。她建

议，当发现孩子的情绪有波动

时，请家长多鼓励、支持孩子，

“爸妈的认可最重要”。有些

爸妈会苦恼，为啥孩子有心

事，不来和我们说啊，这个问

题其实在于家长和孩子没有

有效沟通，并没有一个好的亲

子关系，亲子关系的“保护

网”，仍需要织补得更紧密。

打击型父母
不给情绪波动的孩子安慰

王琳是一所小学的心理

辅导老师，她说，有一类孩子

特别需要老师们的关注，他

们在学校看上去很开朗阳

光，一切很正常，但其实内心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一位女生成绩名列前

茅，但从五年级开始，会间歇

性地不来上学。孩子给出各

种理由，作业没做完、身体不

舒服⋯⋯不管妈妈怎么劝

说，就是不去。

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

王琳和孩子好好地聊了会

儿，原来孩子的妈妈是“直升

机父母”，而孩子一直在反抗

妈妈，“妈妈时时刻刻监控孩

子的一举一动，总说，你要听

我的，你可以更好。”孩子一

直在尝试生活中所有反抗妈

妈的方式，后来发现，“不去

上学”是最能激怒妈妈的，而

且可以让妈妈无计可施，很挫

败。孩子经常和妈妈起冲突

后，突然不来学校，过几天，又

好了，回到学校看不出异常。

“我和孩子妈妈多次沟

通，但妈妈很难改变。”到了六

年级，孩子又开始沉迷游戏。

“你不给我玩游戏，那我就不去

你报的培训班。其实，不来上

学、玩游戏都是表面的，根源在

于孩子要反抗妈妈。”王琳说，

孩子存在行为习惯不良的问

题，如果给她宽松的环境，孩子

可以把事情做好，她内心也想

改变，但每次一看到妈妈的态

度，就故意不做。在父母的“高

压”之下，孩子往往要么激烈对

抗，要么自暴自弃，要么特别

“听话”，这样持续下去，孩子长

大后的问题会更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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