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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答疑

2 民生部主编 责任编辑：曹晓蓉 电话：0579-853811162020年7月18日 星期六 校对：王英

■
关
注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系
列
报
道
②

问：3 岁的小朋友上了幼儿园以后，爱说谎怎
么办？

市妇保院心理咨询师答：说谎的原因有很多，千万
不要给孩子贴上道德标签，好像说谎就是道德有问题，
将来就会坑蒙拐骗。并不是这样。

导致年幼孩子说谎的原因，第一个是孩子还无法
完全分清现实和想象，谎言只是一种取悦自己的愿望
或想象。比如孩子说他去了游乐场玩，或者自己做了些
什么事情，并且形容得绘声绘色，实际上他并没有去，
也并没有做那些事情。这种情况并不是说谎，而是他的
一种想象。

第二种情况是，当说真话时注定遭到父母的惩罚，
而说谎有时却能保护自己，那孩子自然就不愿意说真
话了。所以要避免孩子说谎，父母先要给孩子说真话的
空间。让孩子感觉到，即便做错了事，说出真相来，并不
会给他带来灾难。当孩子确认说实话没有坏处时，他们
会本能地更加乐意做一个诚实的人。

如果发现孩子经常说谎，那么在评判孩子有道
德问题之前，要先思考一下：是不是对孩子过于严
厉？是不是让孩子感觉到撒谎是必须的？当孩子承
认事实的时候，不论他所犯的错误有多么严重，都
不要再打骂他。鼓励孩子拥有诚实的品格，比惩罚
他更加重要。

另外，有些父母发现明明是孩子做的事情，问他就
是不承认。这时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明知故问，而是
要直接陈述事实。比如孩子把花瓶打碎了，不要故意
问：“是谁打碎了花瓶？”而是直接说：“我看到你把花瓶
打碎了。”然后再和孩子沟通。同时，沟通的目的是解决
问题，而不是证明孩子的错误。很多父母在发现孩子有
过错时都喜欢明知故问，这往往会引起孩子“防御性”
的撒谎。很多时候，孩子不是没有勇气改正自己，而是
没有勇气面对父母的责罚。

3岁小朋友爱说谎
父母应该如何引导？

“在门诊中，经常会碰到各种情
况，有的青少年因感到人际关系紧张
来咨询，有的因学业负担重来咨询，还
有的青少年觉得自己和父母相处不融
洽……”张惠芳坦言，除心理干预外，
家长和老师的配合同样很重要。其实，
父母可以给予孩子最好的治疗，而且
比心理治疗要管用得多。

那么父母如何去改变？张惠芳
用三句话概括：少夸奖，多鼓励；少
关注，多陪伴；少批评，多建议。针对
上述状况，家长不妨帮助考生全面
分析考试胜败的原因，客观评价考
生制定的目标是否合理，既不要盲
目夸大考生的优点，也不要把考生

评价过低，帮助考生对自己有一个
正确的评价，切不可把考试这一个
点无限扩大，给孩子一种“考不好就
完了”的错觉，使考生真正做到“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

如何让孩子有更好的抗挫折能力
呢？张惠芳建议，家长最好在孩子小的
时候就引导他理解人生有许多路可以
走，避免单一的思维模式。世界是多元
的，孩子的思维也应该是多元的。通向
成功的路有很多条，只要保持勤奋，愿
意不断的努力付出就可以了，重视努
力的过程而非努力的结果。其次，家长
在评价孩子时，应该把具体事情和孩
子本身分开来，一次考试失利，并不代

表孩子没有能力。不能因为一次失败，而
否定孩子本身。同时，家长也可以帮助孩
子学习一些必要的自我心理调适技巧。
培养孩子的特长、兴趣、爱好，使孩子能
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新确立努力
的方向。每个人都有长处，每个人都有属
于自己的天空。

“一般来说，性格开朗的孩子可以很
快地从高考失利的情绪中走出来。如果
孩子本身比较内向，心情抑郁，需要的时
间会长一些，但还是能走出来。”张惠芳
说，如果发现孩子情绪低落，并伴有生理
不适超过 2 周，比如睡眠不好，闷闷不
乐，甚至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家长要及
时带孩子就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培养孩子多元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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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相继落下了帷
幕，大多数考生都如释重负，但有些考生却
又陷入了另一种紧张或焦虑中。在走出考
场的那一刻，以至于接下来的几天，不少考
生坦言，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快感，反而
更多的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自我评估，看看你
是属于哪一类情况？

A.没考砸，且结果高于预期
如果你属于这个组合，你的心情应该

还是比较愉快的。但也会有部分考生觉得，
虽然自己经过了努力达到了预期，那如果
下次被其他同学超过了怎么办？

B.没考砸，但离预期有点差距
如果你属于这个组合，可能你的心情

就会有些许失落。也许你会困惑：为什么我
就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也付出了努
力啊！难道是我的学习方法有问题？还是学
习能力有问题？

C.考砸了，在预估考砸范围内
如果你的情况跟这个组合比较接近，

或许你的心情没有太大的起伏，因为考试
结果在你的预期内。但是细想时仍然会有
些失落，因为我相信你肯定付出了自己的
努力，但却没得到积极的效果。或许心里会
想：为什么成绩就是上不去呢？

D.考砸了，超出预期范围
如果现在你有这样的体验，可能你的

脑袋里会有很多问号冒出来：是我的目标
太高了？还是我的学习能力有问题？为什么
我的付出毫无价值？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根据过往经验，高考结束，心理咨询
的人数会大幅提升，还有些隐藏的心理问
题可能到了入大学后，以新生适应不良的
症状爆发出来。”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张惠芳表示，出现以上这些情绪体验都是
很正常的。除了成绩本身会影响情绪，还有
其他方面也可能给考生带来困扰，比如：朋
友的进步、父母对待成绩的态度、老师的关
注等等。其实，考试中、后期心理情绪变化，
同样需要考生及家长重视。

近段时间，参加完中考不久的小
蝶在家大发脾气，父母和她说话都有
些小心翼翼的，家庭气氛显得有些紧
张。据小蝶的母亲介绍，小蝶就读于
市区某初中，平时追求完美，学习成
绩不错，是一家人的骄傲。但中考前
的几天，孩子天天失眠且食欲不振。
考试结束以后，小蝶忙打电话和同学
们聊答题内容。结果越聊越焦虑，脾
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一句话不顺，就
冲父母发脾气。

实际上小蝶的情况并非个例。张

惠芳介绍，这是考试后焦虑的表现。
一是受到考生对自我认知评价能力
的影响，这是引起考后焦虑的内因；
二是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对考生所
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这是诱发考后
焦虑的外因。考生多表现为食不甘
味、夜不能寐、情绪低落、脾气暴躁，
会因为一点小事与家人发生争执从
而大发雷霆。

“这时候，如果家长采取一定的措
施，将有助于孩子尽快平复情绪。”张
惠芳分析，小蝶情绪问题的根源是中

考成绩不理想，但从另一方面也显现出
家庭教育的问题。小蝶一直是“别人家的
孩子”的人设，父母逢人就夸，中考也被
视作衡量孩子当前阶段是否优秀的唯一
标准。在小蝶的认知里，只有好与不好的
差别，没有“中庸”的概念。在劝导上，家
人特别注意要让失利的孩子重拾信心，
告诉她中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节点，但绝
不是人生的全部。其次，家长要提供温馨
的家庭氛围，适当改变生活内容，比如可
以带孩子出去开展一些文体活动，锻炼
身体的同时转移一下注意力。

中考失利，脾气暴躁诱发焦虑

高考，对于那些在考试中发挥
失利的孩子，无疑是一道“坎”。记
者了解到，往年高考季，因为考试
成绩不理想而前来市精神卫生中
心做心理咨询的考生和家长也不
在少数。

去年高考成绩出来后，俊凯始终
无法接受：因为模拟考试时成绩可以
上重点，所以他期望高考成绩也能过
一本线，可是最终成绩只比二本线高
一点。这样的结果让俊凯非常沮丧，
心情不好就每天窝在家里打游戏不
愿意出门，不和朋友来往，也不愿和
家人交流。

俊凯一门心思想复读，计划来
年再考。而到了今年，备考一年的俊
凯却无法面对高考，他害怕自己达
不到原来的预期。此时，他的父母开
始焦虑了起来，“我的孩子是不是心
理出了问题？”于是夫妻俩开始争吵
不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退而求其
次上二本？

“其实跟俊凯类似的例子很多，问
题出在家长平时的教育。”张惠芳说，
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几年时间，
不少家长都告诉孩子，只有“好好学
习，考上重点大学，将来才有出息”，给
孩子灌输了这种思想，一旦孩子高考

成绩不如意，孩子就会对自己失望，对未
来充满恐惧。

张惠芳认为，俊凯之所以坚持复读，
一方面是认为只有高考成功将来才会有

“前途”，另一方面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在俊凯的观念中，只有高考考好了，才是
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考试失败意味着
自己的“无能”。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家长
再改口说学习不那么重要，上二本院校
也很好，孩子一时也无法接受这样的转
变，反而可能会认为家长已经对自己失
望，认为家长也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行，即
使复读也无法考好，这会让孩子感到更
加难过。

期望值过高，父母别表现得比孩子更焦虑

看着同龄人的子女纷纷上了大学
或走上了社会，老刘一提到在家辍学
2年的儿子小辉，就不免长叹一口气：

“总是父母不好，没能给你好的生活和
好的教育环境。”

小辉自从 2 年前高考失利后，就
“茧居”在家中，碍于面子，老刘对外声
称儿子在家中复习备考。

原来，学习成绩一向不错的小辉，
却在高考中表现失常，成绩不是很理
想。由于第一次学考的失利，小辉将矛
头指向了父母和家庭，“我出生在农
村，就是因为家里给不了我好的教育

资源，所以我输给了城里的学生，我不
认命，第二次考试我必须绝地反击。”
但是对自己要求越高，乱七八糟的想
法就越多，日子一长，小辉发现自己失
眠了，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让他几乎崩
溃，于是疯狂地在网络中找成就感和
获得感，父母一旦去干预他玩游戏，他
就开始对家人发脾气，甚至对家人大
打出手。

为了“弥补”高考失利的儿子，老
刘夫妻俩对于儿子一些出格的行为并
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卑微地向小辉赔
不是，请求儿子的原谅。夫妻俩缩衣节

食，却给小辉力所能及最好的生活和营
养，让小辉的体重在两年时间里飙升了
50斤。

“所有的孩子都是天使，而父母就是
那个为他们插上翅膀的人。”张惠芳说，
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姥姥姥爷，多个家长都宠爱这一个
孩子，难免会产生溺爱，加之孩子没有兄
弟姐妹，缺少玩伴，网络环境复杂等，孩
子的独立能力就差，缺少独自对抗挫折
的能力，这时候父母的溺爱，非但不能温
暖到孩子的内心，反而容易毁了孩子的
一生。

家长过于溺爱，导致孩子“输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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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灿灿和丈夫结婚已经有七年了，虽说婚姻都会有
“七年之痒”，但她觉得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没曾想，因为孩子的原因，两人的婚姻也将走到尽头。

灿灿的丈夫是家里的独子。两人结婚后，没多久灿
灿便怀孕了，老公高兴得不得了。“见我生的是女儿，公
公婆婆月子伺候了没几天就回老家了，老公觉得愧疚，
因此对我娘俩也特别好。”灿灿说，公公婆婆重男轻女
观念重，见老公如此，她也就没跟公婆计较。

近几年，二胎政策放开后，婆婆整天催着灿灿夫妻
俩要二胎，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内容无非是“谁谁家又
生孩子了，还是个男孩，爷爷奶奶高兴得很”“我等着抱
孙子”。看着总是一个人玩的女儿，灿灿和老公也考虑
生二胎，和女儿做伴。

三年前，两人如愿有了第二个孩子。原本孩子出
生，灿灿夫妻俩都非常高兴，因为又是个女儿，公公
拉着脸当着灿灿父母的面说：“真是没出息，又生了
一个赔钱货！”也正是这句话，让整个家庭闹得非常
不愉快，灿灿的父母为此也在医院和公公婆婆大吵
了一架。

“月子里我经常哭，患上了产后抑郁，婆婆在我产
假的时候，经常回乡下，说说走几天，但一走就是一个
月，我自己做饭带孩子洗衣服拖地，为了孩子也熬过来
了。”灿灿说，生完二胎，自己的身体明显差了很多。

二胎出生后的这些年，公公婆婆从未放弃催生儿
子“大业”，老公被婆婆洗了脑，铁了心要儿子。面对公
公婆婆的不依不饶，灿灿的丈夫终于发声，“我也想要
个儿子，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再生的话，只能考虑放弃
你，放弃这段婚姻。”

后来，灿灿怀孕了，家里人都很高兴。“可这并没给
我带来喜悦，反而是无尽的哀伤。”灿灿说，她原本已
经不想再要孩子，好不容易怀上了，却因是女儿，老
公和公公婆婆坚持要打掉这个孩子。她一开始坚决
反对，结果，老公和公婆轮番来当说客，婆婆甚至从
乡下搬到家中，专程来“照顾”她，经不住他们说教，灿
灿最终把孩子打掉了。下了手术台，她痛哭流涕，差点
哭晕过去。丈夫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她，孩子还会有
的，一定能要个男孩。

沉浸在悲痛中的灿灿告诉丈夫，自己不想当一个
生育工具。结果丈夫却给她下了最后的通牒，“养好身
体生第三胎，生不出儿子就离婚。”

◎记者手记＞＞＞
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多少婚姻，挡得了

小三，抵得过婆媳问题，扛得住七年之痒，却跨不过“生
不出儿子”这条鸿沟。

在以前的封建社会，确实只有养儿才能防老，因为
那个时候的封建思想，加上交通不方便等客观因素，女
人嫁人后，或许一辈子都回不了娘家了。可如今，思想
开明，交通方便，哪怕天南海北，随时都能回家，在这样
的情况下，儿子和女儿又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个时代还

“重男轻女”，是一件非常可笑、害人害己的事情。
另一方面，女人不应沦为生育机器并且具有生育

自由，男人娶老婆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更是为了家
庭的幸福和睦。不管孩子是男是女，都是夫妻的爱情结
晶，若是把孩子分为男女，来体现婚姻的完美，那真的
是愚蠢之极，过分肤浅。

真正心疼妻子的男人，会尊重妻子，爱她，考虑她
的感受，认可她。同时，妻子也会回报这个家更多的爱，
共同创造两个人的未来。

“生不出儿子，就离婚吧”

面对丈夫的
“最后通牒”很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