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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上初二那年，期中考试后开家长会，我因为工作繁忙，不
能参加。 家长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嘱咐正在厨房炒菜的老公：

“明天孩子开家长会，你去参加吧。 ”老公兴奋地答应了。谁知一回
头，看到的却是小丫头恼怒的面孔。

女儿觑视一眼正在忙碌的爸爸，转身将我拽到卧室，说：“妈，
我不想让爸爸去参加家长会。 ”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女儿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爸只是
个环卫工人，穿得不气派，又不会说场面上的话……”我一下子愣
在那里，敢情小丫头是觉得爸爸给自己丢脸啊！

那一瞬间，我既气愤女儿的虚荣，又自责这些年我这个当妈
妈的太过于包揽女儿的一切。

不知道别的家庭夫妻如何分工，反正在我们家，一直是男主
内女主外。 因为这样的分工，女儿从小到大的择校、转学、家长会
等，一直是我全权负责。 对于在生意场上谈判都游刃有余的我来
说，和老师们沟通，真的不成问题。 很多时候，从学校开完家长会
回来，女儿都会兴奋地抱着我的脖子，骄傲地撒娇：“妈妈，老师都
说你像个女强人。 ”

当初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受用，但是今天，看到女儿如此
抵触她爸爸去参加家长会，我有点郁闷了。 尤其是到了饭桌旁，看
着老公那么殷勤地给女儿盛饭夹菜，小丫头一副受之泰然的样子，
我的心里更是酸酸的。我在那一瞬间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让女儿认
识到她爸爸对这个家的重要性。

第二天早晨，虽然女儿磨蹭着不愿出门，我还是拿出西服、领
带，把老公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那天晚上，我忐忑不安地赶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老公和女
儿热闹的嬉笑声。原来，今天的家长会上，老公发言了，还获得了家
长们的热烈欢迎。看着她兴奋地抱着她爸爸的胳膊，我的心里有短
暂的失落，可是，更多的还是为这幅默契幸福的父女图感到欣慰。

原来，不是女儿抵触她爸爸，而是我这个当妈妈的，在孩子成
长的过程中，太事无巨细、一手遮天了。 所以，我决定从此学会放
手。

之后，女儿的家长会，我尽量让老公参加。更让我欣慰的是，女
儿和她爸爸的关系，因为这样有意的培养，比之前亲密了许多，因
为女儿终于体会到父爱的深沉和不易。

新知探索

父母焦虑可传染给孩子

心灵清吧

□ 琴台

一般认为，只有传染病才会传染，心理疾病没
有细菌、病毒感染等生物学基础，患此病的父母是不
会传染给孩子的。 然而，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常常会
发现一些心理疾病， 如焦虑症， 会由父母传染给孩
子。

一项针对美国家庭进行的调查发现， 如果父亲
或母亲患上焦虑症， 那么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孩子
患上焦虑症的风险是正常家庭孩子的 7 倍。 研究人
员发现， 患上焦虑症的家长往往通过以下行为举止
将焦虑症传染给孩子：对孩子过度保护、过度批评，
在孩子面前经常流露出惊慌和害怕的表情等。

家长课堂

一周一点爱恋
□ 林特特

□ 晓林

你的大方是真是假？
知心小屋

孩子的伙伴不是你的敌人

一日，我购置了一套 50本的丛书。
打开箱子，欣喜片刻，我就开始发愁：书架满了。

这意味着我必须辞旧迎新。 于是，我拿来梯子，从书
架的最高层开始整理。

起先，我扔不出去一本。
我翻开它们， 唯一熟悉的是看到书名的感觉，

“这本值得买”、“这本是我该拥有的”———完全出于
占有欲。

接着，我靠着梯子慢慢审视它们，发现其中大部
分都该扔。

有些书， 事后证明只是畅销却毫无内涵； 有些
书，我根本不会用到，除非我把家当图书馆———比如
那几本青铜器读物，从入门、辨伪到修复、鉴定，还有
一册图典……我记得当初的想法： 我如果懂这些该
多好！但事实上，买书并不附带自动输入功能，于是，
疯狂地买，匆匆地读，或留到日后读。

一边是阅读强迫症，生怕被淘汰，生怕和周围人
没有共同语言，持续焦虑，赶紧进入下一本；一边是
忘得干干净净，让更多的书在书架上、脑海中蒙尘。

人为物累，物也被辜负。刹那间，我作出决定：以
后，一周只读一本书。

此后， 因为一周只读一本， 我对书的选择更精
心，阅读压力也陡然变轻，用读好几本书的时间精读
一本，思考更多，感受也更深，甚至有空做书摘，写读
书笔记。

又一日，我整理衣帽间。
环顾左右，竟生出些羞耻感：即便用了叠衣板，

把每件衣服都叠得像一块豆腐干，码成堆，还是没有
什么多余的空间。

有的衣服纯属纪念性质，不能扔；有的衣服虽然
与此刻的体形不符，但我总觉得自己还会瘦回去，留
着就是励志；更多的是，在商场看着好，买回家就觉
得不好，干脆放到一边或没穿几次就腻了，从此遭到
闲置。

除了衣帽间，鞋柜亦是如此。
我不想放纵自己成为购物狂，也不想戒掉商场、

淘宝，我再次瞬间作出决定：以后，一周只给自己买
一样东西。

一日，我和闺蜜聊天，谈到各自的精神和物质生
活。

“一周只读一本”的安排得到了她的充分肯定。
但一周只买一样东西让她疑惑：“能忍住吗？ 有金额
上限吗？ ”

我解释：“起初，每周用完配额后，我百爪挠心，
但没多久， 便因此收获了对即将到来的日子的热
情———我从每周三开始，就盼着下周一快来。 ”

至于金额，我心里当然有个预算，预算用完，只
能克制。倘若连着几周什么也没买，我就在月末买个
大件。“我的原则是，哪方面都不亏待自
己，哪方面都不逼迫或放纵自己。 ”

从表面上看，我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好像什么都满不在乎
的。 其实不是这样，我是个极其矛盾的人。

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同学问我借东西，若次数大于 8 次，我就
不想借了，我老想：你为什么不去买？ 别人的难道不用花钱？ 还有，
自己有好吃的东西，我也不想和别人分享。 不过，有时我也挺大方
的，由于我们是封闭式管理，一个月回家一次，我返校时常常从家
里带一大堆好吃的，在宿舍里不到两天就让我分完了；到学校超市
购物，还没走到公寓楼，东西就给同学吃了……朋友都觉得我很大
方，所以他们借或者要我的东西都觉得理所应当。 但是每当我满足
他们的欲望后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我现在真搞不懂，我是小气还是大方？ 我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让
心里舒服点呢？

专家点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杨敏毅）
其实有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性格， 究竟是大方还是小

气？ 我们需要做个分析：
想一想，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大方？ 又在什么情况下显

得小气？ 自己把物品分给他人或借给他人的目的是什么？ 是否期待
回报？

很多年前，我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四年级的小男生，拿着 40元
压岁钱，买来 20把玩具水枪，分送给班上的同学。同学们拿着小水枪

在班上打起了水仗。 在玩的过程中，同学们自然形成两大阵营，杀得
不可开交。当对方把水射到小男生身上时，听到了痛苦的喊叫声：“不
公平！ 不公平！ ”他跑出教室，一个人蹲在楼梯边哭泣。

我们不妨来剖析一下：小男生为什么要买水枪送给大家玩？送出
玩具后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发出“不公平！不公平！”的
喊叫声？ 他的哭泣，流露的是怎样的情绪？

我找来小男生，了解他买水枪送同学的动机：因为家境贫困，所
以感到自卑，平时很少与同学一起玩。当看到有人把物品分送给同学
而受到拥护时，内心非常羡慕。不难发现，他买水枪送同学，目的就想
赢得同学的好感和关注。当他把水枪送出的时候，内心并不快乐。“不
公平！不公平！”的喊叫，是期待回报失望后的呼唤。他的哭泣流露的
是委屈与愤怒。 而他表面看似慷慨的行为实际并不是大方的表现。

假如在大方的背后有回报的期待和交易的目的，那付出得再多，
我认为都不能算是大方。当别人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而自己内心是出
于无奈和勉强，那就是小气或自私。

假如自己真的不愿意借物或分物给他人，完全可以如实地表达，
这是你的权利。假如一个小气的人违心地想要表现为大方，她的内心
就会充满矛盾，她就会感到不舒服。大方并不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去满
足他人的需要，而是尽力所为。 小气并不是“一毛不拔”，而是适可而
止。 大方与小气都是有度可寻的。

你心中有不吐不快的
感觉吗？ 你有难以启齿的事
情吗？ 或者，你只是有一个
心灵故事想要诉说？ 欢迎给
我们来信，和专家一起寻求
解决之道。 来信请发邮件
至 ：kjxb004@126.com， 电
话：88317922。

《心理信箱》开通了

让爸爸去参加家长会

青春期

唐子扬是在学校的强烈要求下来诊所咨询的，因为他离家
出走长达一周之久，让校方和父母大费周折地寻找，吃尽了苦
头。

“想说说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吗？ ”我语气温和地问。
唐子扬低下头，不紧不慢地搓手。 在他不连贯的叙述中，我

知道了他的苦衷。 原来，他离家出走是因为受不了父母的管制，
除了要求他好好学习，还阻挠他交朋友，害得他在学校成了孤
家寡人。

而妈妈赵女士认为儿子随便交朋友是危险的。 她说：“子扬
的那几个要好的同学，没一个爱学习的，和这样的孩子整天混
在一起，子扬能学好吗？ ”

“孩子为什么需要伙伴。”我说，一方面，他们尚未成年，还保
留着小孩子的一些心态，需要共同玩耍的伙伴；另一方面，他们
正在成长，需要知心的同路人，一起去了解将要走进的成人世
界。 ”

赵女士疑虑重重地说：“可是，孩子都没有社会经验，在一起
能相互帮助吗？我看顶多是相互安慰，同病相怜，弄不好，还会切
磋对付家长的邪门歪道呢。 ”

“对于生活，中学
生更重视亲身体验，而
非间接经验。他们最需
要的是心心相印的朋
友，而不是经验丰富的
向导。 ”我说。 要知道，

同伴的一些功能是父母无法替代的。
“那么，小孩子的同伴友谊就没有什么危

险吗？ ”赵女士不甘心地问。
“当然，同伴友谊有风险。 ”我耐心地说，“社

会上诱惑很多，中学生的可塑性又较大，不少家
长担心孩子在与同伴交往时学坏。这种担心不是
多余的。但是，如果因此严密监管孩子
的正常人际交往，则是因噎废食，好心
办坏事。 ”

通过上述分析，赵女士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说：“那我该如何
改善与他的关系呢？ ”

我说：“首先，不要再阻止他和同伴在一起，放弃监管措施，
保留观察权利。另外，不要翻看孩子的日记，偷听孩子的电话等。
总之，不要干涉过多。 ”

“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赵女士有了畏难情绪。
“那就慢慢来，从善待孩子的同伴开始吧。 ”我说。
“我还有一个自私的想法。 ”赵女士坦白地说，“看子扬和同

伴亲密无间的样子， 我心里总是酸酸的， 我感觉正在慢慢失去
他。 ”

我说：“子扬正在尝试摆脱孩童时对父母的依恋， 建立起同
伴友谊，是他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您应该高兴才是。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疏远父母，而是他正在改变与父
母的情感交流方式，如果进展顺利，他将会在一个新的
心理平台上表现出对父母更深厚的感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