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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心理

心灵清吧

知心小屋

朱先生白手起家，是一位建筑公司老板。 虽然目前
家大业大，但创业过程并非无风无雨。 他很会找地方，
很有点子，公关能力也很好，才能耐住台湾建筑业所经
历的长时间不景气。

朱先生没念过什么书， 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点
书，学历高一点。 不过，他的独子学的是现代艺术，看来
跟家业没什么关系。 孩子办展览时缺乏经费，他也都慷
慨地赞助。

很多人听说他没有努力安排孩子接班， 问他：“你
怎么没要求孩子继承家业？ ”他总是笑笑说：“当然希望
他念商或是念建筑。 不过，他从小就只对画画有兴趣，
我也没办法。 ”“念艺术恐怕连吃饭都有问题吧？ ”遇到

好事者这样问的话，朱先生就会耸耸肩笑道：“也许赚不
了钱，但应该会赚到他的人生。哈哈，我的工作也跟我爸
不一样，我爸是种田的，如果我爸要求我继承家业，我恐
怕也不会有今天的事业版图吧。上一代总想不到下一代
的发展，说不定我儿子将来会开一个比皮克斯（美国著
名动画工作室）更大的动画公司呢。 ”

以前，父亲越成功，儿子的未来越被局限。 现在，已
有不少开明家长愿意让孩子做他喜欢的事情。 他们明
白，一个人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是很难成功的。

我们的人生和金钱的关系， 其实只有四种可能状
况：赚钱也赚到人生、不赚钱却赚到人生、赚钱却赔上人
生、不赚钱也赔上人生。 你属于哪一种？

新知探索

父亲是工作狂，儿子爱打架

□ 吴淡如

父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 可能会影响儿子的成
长。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学者通过对 1400 多名澳
大利亚儿童进行研究发现： 如果父亲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55 个小时，他们的儿子很有可能成为不良少年，经常打架、
闹事等。

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当父亲工作时间较长时，孩子放学
后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监管。一些证据表明，青春期前的男
孩比女孩更难管。 研究还发现， 父亲的工作时间对女儿影
响不大；母亲的工作时间对儿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这项研究显示： 虽然近些年来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有所延长，但亲子相处的时间和质量仍然难以保障。由于父
母在养育孩子和工作方面都承担责任， 公司也应当为当了
父亲的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 让他们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
庭生活。 公共政策也应关注父亲长时间工作对儿童情绪健
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不超时工作的父亲给予相应奖励，促
使他们承担更多的养育责任。

家长课堂

□ 李伟明

我想做一颗闪烁的珍珠

让孩子赚自己的人生

青春期

少了一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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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每天下午要开例会，有各个部门的负责
人参加。 以前，每次开会，总是有人迟到。 迟到的
人越来越多，开会的时间就渐渐往后推，从 5 点
到 5 点 10 分，再到 5 点 15 分……再往后，与会
人员恐怕要到下班时间才能到齐了。

就在这个时候，公司进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
机构改革。 每天的例会还是雷打不动， 奇怪的
是，没有谁对会议纪律提出特别要求，与会的人
员却越到越早。 原定 5 点开会，5 点还差几分，人
们就到齐了。

人们早到的缘由很简单： 公司机构改革后，
在精简机关部门的同时， 增设了若干业务部门，
结果， 部门总数比以前还有所增加。 就这样，参
加例会的人数比以前多了。 此前，会议室的座椅
数比与会人数略多，改革后，座椅数不变，人员
到齐后，刚好少了一把椅子。 最后一个进入会议
室的人，要么站着开会，要么自带座椅。 为了避
免麻烦，大家都不想做最后一名，于是，不约而
同地把到场时间提前了。

少了一把椅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它至少
说明，对一个人来说，只有真正感到“麻烦”了，
才会把该做的事情放在心上。 这种“麻烦”带来
的影响， 远远胜过那些不痛不痒的所谓的“规
矩”。

再往深处看， 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心理：人
们对于轻易可得的事物， 总是不会太当回事；只
有当它来之不易时，才愿意主动争取，并懂得加
倍珍惜。 座椅作为一种“资源”，供过于求时，谁
都没有注意它的价值；只有到了获得它需要付出
一定代价时，人们才会在乎。 可见，遍地是黄金
也未必是好事，理想与现实之间应当有一个合适
的距离。“跳起来摘桃子”，只有跳起来摘到的桃
子，才会让人产生成就感。

一把椅子居然蕴藏这样的道理。 碰巧的是，
最近和几个朋友相聚，又听到一个来自国外的故
事。西方某知名企业的老板对员工迟到现象很是
头痛，后来总算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公司的
停车坪改造成面向市场的停车位。 这样，原本身
处“近水楼台”的公司员工，如果来得稍晚些，就
没了停车位。 为了省事，大家只好赶早上班。

两件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一个是
无意导致，一个是
有意为之。 人的惰
性是与生俱来
的， 克服它的
办法是不断加
压， 让你懒不
起。

□ 丽丽

从小到大，班主任都说我“文静”，同学都叫我“淑女”，可
我不喜欢这样的评价，虽然他们说得没错。 在教室里，我是个
沉默寡言的人。在学校里，我总会感到拘谨，不自然，我的交际
圈很小，只和几个小女生熟一点，班里的男生我几乎不认识。
但我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家人都觉得我很活泼。 我不知道为什
么会这样？ 这样的落差让我很窒息。

可是，我同桌在这方面比我好很多，跟她在一块，我觉得
很惭愧。 班里的男女生都喜欢她，夸她漂亮，可是却从来没有
人夸过我，更没有男生搭理我。 也许你会说，人家好就学着点
呗。 不行，我试过了，好像邯郸学步。 那不是我，我装出来也不
舒服。 我好失落，我不想当一个小卒，我想闪光，得到别人的关
注。 我该怎么办？

四叶草
■专家点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杨敏毅）
现在，人际交往确实成了中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一大烦恼。

有不少学生像“四叶草”一样，希望和他人友好相处却不知道
怎样相处，想和对方交流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想和对方拉近距
离却不知道怎么做。 那怎样才能做到融洽与快乐的交往呢？

我先给大家讲个《寻找紫罗兰》的故事：爱力逊有一位同
事的姑母，独自居住在一间密不透光的老屋，患有极度的忧郁
症，请他想办法开导。 爱力逊走进老人的老屋说：我可以参观

一下您的房子吗？ 姑母就带他一间一间地去看，他倒不是为了
看房子， 而是在找东西。 后来他找到了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
兰———这屋子里唯一有活力的植物。

姑母说，我没有事情做，就是喜欢打理这几盆小东西。 爱
力逊说，好极了，你的花这般美丽，一定会给很多人带来快乐。
你能否打听一下， 城里什么人家有喜庆的事， 就送给他们一
盆，他们一定都会很高兴的。

姑母依言，大量地种植非洲紫罗兰，送给需要的人们，后
来城里的人几乎都曾经受惠。 不用说， 姑母的生活也大有改
观，本来不透光的老屋，变的阳光普照，充满了彩色鲜明的小
紫花。 一度孤独无依的她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当她去世的时
候，当地报纸头条报道：“全市痛失我们的非洲紫罗兰皇后”。

听完这个故事，你是否明白一个道理，想要闪光，想得到
别人的关注，首先从自己做起。 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用自
己的真诚感动他人，用自己的行动感化他人。

另外，我还想告诉大家人际交往中的两个定律，即黄金定
律和白金定律：

黄金定律：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别人。 ———
拿破仑·希尔

白金定律：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 ———安东尼·罗
宾

儿子，你可以不赢

意识到儿子涛涛只能接受赢的掌声， 无法承受输
的失落，是在他读小学一年级的那年。

那天是婆婆的生日， 我们一家三口赶去给婆婆祝
寿。饭前，为了转移涛涛的注意力，把他从电脑前引开，
公公拿出五子棋，提出要与涛涛杀一局，涛涛自然很乐
意。

那天，涛涛和公公对弈两个人倒是不相上下。 然而
这一局面很快便随着涛涛大伯一家的到来而被打破
了。 大伯家的儿子军军见状也要参与棋局，公公于是被
迫让位。

军军比涛涛大 3 岁， 两年前就开始在市青少年宫
围棋兴趣班学习，涛涛自然不是他的对手，几局下来，
涛涛明显地落在了后面。 和爸爸下棋就从来没有输过
的涛涛哪里甘心，在婆婆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开饭时，仍
固执地坚守阵地，大有不赢绝不罢休的架势。

后来还是老公想方设法中止了棋局， 可是这件事
让我和老公都意识到，该对孩子实施挫折教育了。 要让

他赢得起，也要输得起。 毕竟，儿子的人生才刚刚
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一改过去尽可能多地

让涛涛体验赢的心态，有意地将挫折教育渗透到家庭教
育中。 比如，再和涛涛下棋时，老公绝不再像以前那样无
原则地让步，或是打破规则，允许他悔棋。 双休日，当儿
子一如既往地要求我和他一起打乒乓球时，我却提出我
们一家人一起去。 因为乒乓球是涛涛的强项，而在篮球
投篮上，他自然不如老公。

通过这些事情，我告诉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
项，也有弱项。 但只要付出努力，弱项也能慢慢地转化为
强项。 慢慢地，我发现儿子对自己每次是否能赢不再像
以前那么在意了。

成为一名小学生后，儿子有一天放学回来兴奋地告
诉我，学校组织了军乐队和合唱队，他被选入军乐队了，
每周三和周五放学后要排练一个小时。

然而，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后，径直走
进厨房对我说：“妈妈，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早
吗？ ”我忽然想起，今天是周五，是军乐队的排练时间。

“我被军乐队 PK 掉了。 ”儿子说得似乎很轻松。 作
为母亲，虽然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儿子能
将这件事如此轻松地向我表达出来， 仍让我感到
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