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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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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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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觉得自己对孩子挺好的，
可是孩子对我越来越霸道。我很难
过，但就是改不了，我可能是讨好型
人格吧，每次拒绝孩子的要求就会
内疚，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我经
常辨别不了这里面的对与错。该怎
么把握分寸呢？

心理咨询师答：讨好的人，常常
难以讨好成功。对孩子那么好，结果
孩子对你特别霸道，真是让人难过。
我想，讨好的背后既有对孩子深深
的爱，也藏着你的渴望：渴望有人这
么接受你、爱护你、纵容你。

你可以试试自己这副药：像
爱孩子一样爱自己，问问自己有
什么感受，想要什么，不想要什
么，孩子做什么你比较高兴，孩子
做什么会让你感觉受伤害，正大
光明地表达出来，理直气壮地表
达出来。孩子感受到这个部分，就
会知道你是一个人，对你得有一
点眼力见儿。只要你够胆不讨好，
只要别人觉得有必要和你保持关
系，他们就会慢慢和你建立新型
的关系。孩子也一样，孩子也是另
一个人，也能适应新关系。

不忍心拒绝孩子怎么办？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如果你的女朋友瞒着你去相
亲，你会怎么办？

振 宇（化 名）做 梦 也 没 有 想
到，这电视剧里面的剧情，有一天
竟真实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女朋
友不仅瞒着自己去相亲，而且次
数还不止一次。最让振宇伤心的，
面对自己的质问，女朋友浅浅（化
名）竟然理直气壮：“不过是见面
吃个饭，又没有干嘛！”

振宇和浅浅相识于大学，大
学毕业后，因为爱情，振宇选择离
开 了 父 母 ，来 到 了 浅 浅 的 家 乡
——杭州。原本，他以为自己的爱
情能够长长久久，可没想到从象
牙塔出来后，浅浅好像变了个性
格，人越来越虚荣，甚至瞒着他偷
偷去相亲。

趁着假期，振宇回到了义乌，想
着好好散散心，再思考接下来该何
去何从，是回老家找工作，还是继续
在杭州生活，等待一份新的感情？每
每想到这里，往事就如电影般，一帧
帧出现在振宇眼前。

因为一次公开课上的偶遇，
两人相识相恋，相约一起考研读
研。研究生毕业那年，浅浅决定回
到杭州，这意味着，如果振宇选择
回到老家，那两人的感情就要画
上句号了。

“你要不也去杭州？你不是一直
说，会陪在我身边照顾我的吗？”看
着女友期盼的眼神，振宇无法说不。

因为是独生子，面对父母的不
舍，振宇最终说服了父母。“她很好，
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了，不想错过这
段感情。”振宇说道，等到父母退休
了，也可以到杭州定居，一起过大城
市的生活。

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后，两人
都在杭州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虽然不在同区，但平日里开车见面
也方便。既然决定在一起，振宇就和
浅浅商量，定个时间去见见父母。中
秋节，他购买了烟酒、补品等，去了
浅浅家里，见到了浅浅的父母和姐
姐，得到热情的招待。

“振宇，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结婚的话房子那些要买吧？”饭桌
上，浅浅的家人也问起了振宇。

“叔叔阿姨，我刚工作也没存啥
钱，爸妈说了，到时他们资助我买
房。”振宇说道，既然决定在杭州安
家了，房子肯定要买的。见此，浅浅
的家人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一些，大
家就随意聊着天。

“姐，你买新包啦。”这时，振宇
注意到，浅浅看到姐姐的新包，脸上
不自觉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嗯，你姐夫送我的，两万多块

呢。”看到姐姐脸上甜蜜的笑容，浅
浅心里不平衡，她转头问振宇，“你
啥时也送我一个？”

“用这么贵的包，没啥必要吧。”
振宇随口回答，他没注意到女友的
脸色变得难看了。第一次的见面，就
这样画上句号。

振宇的父母也想着一起见个
面，确定下日子。于是，振宇的父母
来到杭州，双方一起在酒店吃了饭。
让振宇有点不开心的是，明明是周
末，浅浅说单位临时要加班，第二天
没法陪他父母一起出去逛逛，只在
晚饭时赶到。

等到父母回老家后，两人再次
聊起买房的事，矛盾就此产生。“最
好能够全款付清，我不想过着有房
贷那种抠搜搜的日子。”浅浅说。而
振宇却觉得没有必要，可以用公积
金贷款一部分，还贷压力也不大，两
个人因此不欢而散。

之后的日子里，女友和振宇聊
天的次数慢慢变少，有时晚上很晚
才回消息。一个周末，浅浅洗漱时，
振宇无意中看到了她未关的手机微
信界面，发现女友还在和别人相亲。
打开手机一看，振宇发现，这已不是
女友第一次背着她出去相亲。后来，
两人大吵了一架。

随后两人陷入冷战。在振宇看
来，浅浅已经背叛了这段感情，但是
多年的感情，让他一时间又不忍提
出“分手”。

◎记者手记＞＞＞

遇到女朋友瞒着自己去相亲这
种事情，第一时间你要思考自己跟
女朋友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出现了什
么问题，如果真的有，且没有办法去
解决的话，就请考虑分手吧。

不适合的两个人硬要在一起，
只会引来双方的不满与厌恶。女朋
友的做法确实不合情理，毕竟只要
一天还是情侣关系，她就不应该跟
其他男人有特殊联系。

生活需要我们有点物欲，高出
自己能力一点点的物欲，但过分看
重，则成了拜金。当然，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理解，也有人说拜金没啥不
好，适当的虚荣可以促使人积极向
上。故事里的男主人公振宇，随妻子
到异地就业，已是莫大的诚意。但是
浅浅却未能珍惜，她不懂幸福婚姻
是要一起努力创造的，而不是靠现
成的享受。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女朋友，
即便觉得她这样对自己也能够原
谅，那你可以尝试跟她说清楚。如
果不想继续这段感情，那么请干
脆利落地划清界限，毕竟谁的青
春都只有一次。

女友瞒着自己去相亲，
要不要分手？

“这几天陆续有不少高考生
找我咨询填报志愿的事。考出理
想的分数是重要的一步，而填报
合适的专业是更不能忽视的一
步。”宋佳开门见山道。

有着多年生涯规划工作经验
的宋佳坦言，高考志愿填报，如果
仅仅只是院校分数的最优化匹
配，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如今
各种大数据的支持下，考生家长
们基本都能完成，但志愿填报难
的是如何做好考生的未来规划，
毕竟各种规划方式，没有好坏对
错之分，也不存在谁优谁劣之说，
重点在于是否适合学生本人及其
家庭的现状，也就是“匹配”二字，
但匹配的前提是一个信息的相对
全面性和准确性。

以被浙大提前批录取的志敏
为例，在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和东北师范大学，以及浙大提前
批以外，是否还有既能满足名校
需求，又能满足职业理想的其他
选择呢？比如说，同是提前批，位

于上海的教育部直属的师范院校，
同时也是“985”高校的华东师范大
学，有公费师范生的招生。宋佳分
析，倘若志敏早早就有规划的意识，
浙大是有“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和强基计划招生的，志敏完全可以
多一条升学路径，满足学校的同时
还满足专业，但这都需要高考前就
报名的。再说到志敏有考研转方向
的想法，他完全可以争取考浙大或
是其他“985”“211”高校，专业也可
以争取和农业工程略有相关的学
科，如生物科学、物理学等，既不影
响未来考教师编制当老师，也不完
全浪费大学所学知识。规划的意义，
就是让考生在选择时拥有更多的可
能性，而不是仅仅在分数上纠缠。

在地区的选择上，宋佳建议考
生家长们多考虑一个角度，就是考
生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需求，考虑
所选城市的产业集群问题。例如准
备就读金融经济、计算机、人工智能
等专业的考生，尽量选择北、上、广、
深，因为这些地方有相关专业的支

撑背景，且从未来考研深入发展的
角度来说，他们也有更多的名校可
供选择，不要因为地域限制了自己
的发展。

综合上述案例，宋佳说，从众、
恋家、侥幸三大社会心理，常常影响
或左右考生及家长对目标院校、目标
专业的选择，头脑清晰是填报高考志
愿的前提。“高考填报志愿的成功，不
仅仅是尽可能不浪费分数填报志愿，
而在于如何帮助考生做好人生规
划。”宋佳建议，广大学生家长在内理
清学生本人的兴趣、能力、价值观，对
外全面了解专业、学校和地区，做好
内外匹配，善用往年高考数据，然后
针对这些情况，主动搜索，全面分析。
最后的重点是提前准备，越早越好，
尽可能在填报前解决相关问题，而不
是在被录取后，进入大学学习才发
现，那样已经来不及改变，或是需要
额外付出更多才能改变。

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做好自己
的志愿填报规划，走上自己理想的
适合的发展道路，拥有璀璨的未来！

志愿填报 重在规划
问：因工作压力过大，诊断出中

度抑郁，必须吃药治疗吗？
心理咨询师答：研究表明，对于

心境障碍，心理治疗干预必须与药
物治疗相结合。如果临床治疗师只
简单地一味追求心理治疗的效果而
忽视对药物的使用，就有可能会影
响治疗效果。同样，如果忽视患者的
心理需求，则药物治疗的效果可能
会影响整体治疗效果。对抑郁症患
者而言，药物是最普遍使用且在生

物学及其他方面经过严格缜密研究
的治疗方式。

选择抗抑郁药物时应遵循个体
化原则，需结合患者的年龄、性别伴
随疾病、既往治疗史等因素，从安全
性、有效性、经济性、适当性等角度
为患者选择合适的抗抑郁药物及剂
量。如患者伴有睡眠问题则优先考
虑可同时改善睡眠的抗抑郁药，对
于老年患者则应避免选择不良反应
多的药物。

抑郁症必须吃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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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女孩填志愿执意
空乘，与妈妈产生分歧”的视频走
红网络，引起网友关注和热议。女
孩查分后，想要在填报志愿时选
择空乘专业，并且希望未来能成
为一名空姐。而妈妈则希望女儿
能选择老师或者会计的工作，这
类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前景
好。女孩不愿听从母亲的建议，母
亲却苦口婆心地劝说，因为选择
院校与专业的问题有分歧，双方
吵得不可开交，闹得很不愉快。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和家长

很容易“较劲”——考生喜欢从理想
出发，将个人兴趣放在第一位；家长
则往往从现实出发，将志愿与就业
挂钩，希望毕业后有个好出路。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家长都希望能

“包办”志愿，帮孩子“定终身”。
“还没决定填什么志愿，女儿就

赌气和同学出去玩了。”讲到填志愿
的事情，王先生（化名）一阵无奈。王
先生的女儿选科偏理，今年高考成
绩还不错。王先生说：“我和妻子都
希望女儿不要走得太远，最好能在
杭州上大学，但女儿不知道哪来的

念头，一定要去北上广读大学。她说
希望能走远点，学会独立。但我们肯
定不同意。”

和王先生相反，金女士（化名）
希望儿子能去外省上大学，却遭到
了儿子的“拼死抵抗”。“他这个分数
正好搭在特殊招生控制线上，在省
内只能读个二本，我是坚持要让他
上一本专业的。”金女士表示，自己
也希望儿子能留在身边，但为了孩
子的前途，宁愿选择外省大学的一
本专业。“这个事情上他必须听我
的，我的苦心他迟早会明白。”

志愿填报引发的“家庭战争”不少见

两年前，志敏（化名）的高考
分数刚好能上浙江大学。但这个
分数有点尴尬，如果报考浙江大
学，只能选择相对冷门的专业。

志敏一直以来的职业梦想是
当老师。要实现这个梦想，走教育
部直属公费师范生的道路是最稳
妥的。

作为一名男生，又喜欢当老
师，如果选择师范类大学，在就业
时优势比较大。以志敏当年的分
数，可以报考西南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他说，当时
相比这几所师范院校，作为一个
浙江人，浙江大学的名校光环对
他们家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

填报志愿时，他和家人都非
常纠结。志敏的父母提前做了很
多功课，准备了厚厚的一沓资料，

把每个目标院校历年的录取分数都
打印出来，戴着眼镜挨个查，足足对
比了1个多月。

记者采访发现，志敏很感性，
性格和善，喜欢与人打交道，相比
一些理工科类职业，他更适合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不过当时家人
对于男孩子当老师这件事并不很
支持，而且能报考的几所师范院
校离家都比较远。

一家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讨论
后，最终在名校光环和理想职业之
间，选择了名校。志敏以压线的成绩
被浙江大学提前批录取，进入了农
业工程专业。“高考分数一点都没有
浪费，得知录取的时候所有人都很
开心。我也为自己能考上浙大而骄
傲。”志敏说，“可是，我现在觉得当
时的选择是错误的。”

如今志敏已经大二，农业工程
专业的课程实在让他提不起兴趣。
更糟糕的是，提前批录取的学生是
不能转专业的，“学得很痛苦。对于
同学们来说很有意思的课程，我因
为没兴趣，都学不进去，就导致没有
成就感，影响了自信心。”

两年来，志敏最初的梦想没有
改变，他还是想要当一名老师。但是
他的本科专业很难和师范学生竞
争，即便他来自浙大。想要实现自己
的职业目标，志敏必须通过考研来
转专业。他现在正在准备考浙江师
范大学的研究生。“对我而言，就像
是绕了一个大弯。”志敏说。

但经历了弯路，志敏更加坚定
自己的理想，同时他也想提醒后来
者，不要盲目追求名校光环，选择适
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在名校和理想之间，选了名校

随着高考结束、分数出炉，十二载寒窗苦读宣告落幕。
老话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每位考生都会面对志愿选择的问题。这道必答的“选

择题”，对很多考生和家长来说，回答的难度不亚于高考。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浙江品智生涯工作室生涯规划师宋佳表示，在填志愿时，考

生和家长需要摆正心态，从容填报，除了掌握“冲、稳、守”等技术层面的技巧之外，家长
要多与孩子沟通，了解其专长、性格，综合评估职业需求，科学选择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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