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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

生活在一个求职不易、 竞
争激烈的时代， 每个人都生活
得不轻松， 尤其那些上有老 ，
下有小的家庭， 生存与生活压
力尤其大 。 于是 ， 急躁 、 烦
躁、 浮躁这些字眼也就随之而
来体现在人们身上了。 然而，
一个人要想保持心情愉快， 拥
有一份好心情， 那么就必须尽
量远离三躁。

远离急躁 有的人总是想
尽快将事情做完， 不太考虑后
果如何。 如此以来， 难免在做
事的过程中出现差错， 达不到
预期的效果， 有时甚至造成返
工的局面。 实际上， 做事情不
要这么急， 做一件算一件， 一
件一件来， 多点耐心。

远离烦躁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多挣钱， 得到领导赏识，
得到同事的喜欢。 然而， 工作
并不好做， 同事关系处理起来
也不易， 有时甚至被人误解，
烦躁便应运而生。 实际上， 有
时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求太
高， 总是给自己提出高难度的
目标， 我们应当及时给自己松
绑， 不要让内心压力太大。

远离浮躁 因为求职艰辛，
工作劳累， 有的人总是幻想着
一夜暴富， 总想一举成名， 可
理想是美好的， 实现起来， 往
往困难重重， 于是， 浮躁便在
所难免。 实际上， 我们可以活
得真实一点， 活得平淡一点，
不要总是和那些知名人士去
比， 更不要拿自己的弱点与别
人的长处去比较。

欧金凤 (湖南)

勇敢的人不是不害
怕， 而是怕也要向前走；
闪亮的人生不是未经黑
暗， 而是在黑暗中也努
力燃起一道光。 让我们
学着在跌倒中忍痛， 学
会把哭调成静音。

别打断人家说话，
倾听是一种智慧、 一种
修养、 一种尊重、 一种
心灵的沟通。

白金星 (山西)

远离“三躁”
保 持 好 心 情

■心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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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和教师都探讨过一个
问题， 那就是如何教养孩子， 让其
健康、 快乐地成长， 并成为人们眼
中优秀的孩子。 有教育学心理专家
归纳总结出了诸多科学的方法， 以
下为几种教育心理效应法则：

鱼缸法则， 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
该法则讲的是有条 10 厘米、

养在鱼缸中的热带金鱼， 不管养
多长时间， 始终不见其长长。 然
而， 将这种金鱼放到水池中， 两
个月的时间， 原来 10 厘米的金鱼
可以长到 33 厘米。

对孩子的教育也一样， 孩子
的成长需要自由的空间， 而父母
的保护就像鱼缸一样， 孩子在父
母的鱼缸中永远难以长成大鱼 。
要想孩子健康强壮的成长， 一定
要给孩子自由活动的空间， 而不
让他们拘泥于一个小小的父母提
供的 “鱼缸”。 随着社会进步， 知
识的日益增加， 父母应该克制自
己的想法和冲动， 给孩子自由成
长的空间。

狼性法则， 培养孩子好奇心
狼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动

物， 他们不会将任何事物当成理
所当然， 而倾向于亲身研究和体
验， 大自然的神秘和新奇永远令
狼惊异。 狼总是会有对周围环境

产生兴趣， 因而它们能不断在环
境中发现食物， 了解危险， 从而
生存下来。

因此， 要培养孩子超强的学习
能力， 一定要培养孩子对于世界的
好奇心， 让他仔细观察生活， 用兴
趣来作为他学习的老师。 这样的孩
子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就能不断
对工作有新创见和新灵感。

南风效应， 宽容也是一种惩
戒力

北风与南风打赌， 看谁的力
量更强大， 他们决定比谁能把行
人的大衣脱掉。 北风无论怎样强
烈 ， 行人只是将衣服越裹越紧 ；
而南风只是轻轻拂动， 人们就热
得敞开大衣。

南风效应告诉人们： 宽容是
一种强于惩戒的力量。 教育孩子
同样如此， 那些一味批评自己孩
子的父母， 最终会发现孩子越来
越听不进他们的话。 每个孩子都
可能犯错误， 要容忍孩子的缺点，
客观、 理智、 科学地处理日常生
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体谅孩子
的同时， 从自身入手做好修养工
作， 这样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罗森塔尔效应， 对孩子积极
期望

罗森塔尔是美国心理学家 ，

1966 年他做了一项关于学生对成
绩期望的试验。 他在一个班上进
行测验结束后将一份 “最有前途
者” 名单交给了校长， 校长将这
份名单交给了这个班的班主任。 8
个月后， 罗森塔尔和助手再次来
到这个班上时， 名单上的学生成
绩大幅度提高。 同学成绩提高的
秘诀很简单， 因为老师更多的关
注了他们。

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非凡天
才， 但这种可能的实现， 取决于
父母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那
样去爱护、 期望和珍惜这些孩子。
孩子的成长方向取决于父母和老
师的期望。 简单的说， 你期望孩
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孩子就
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刘康明 （邵阳）

孩子心灵的成长需要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