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孩子说什么也不想上学了，这可怎么办？ ”一个男孩
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心理咨询室，男孩的父亲一脸愁苦。

男孩已经 14岁，我感到需要先和他进行单独谈话。
“从小我身体不太好，有胃病，总想吐，是不是教室的空

气也会影响我啊？ ”说话间，他一副病痛的样子。
就我所知，通常胃病不属于儿童，况且教室也不会缺氧

到让人呕吐的程度。于是，我问：“现在如果不吐了，你愿意去
学校吗？ ”

“不愿意，到学校考试也考不好，我更愿意在家里待着，
早起自己弄点饭，中午睡到两三点，别的时间就听小说、看球
赛。以前爸爸总要求我考重点高中，现在就总问我，如果不上
学将来能干啥。 ”

“你是怎么想的？ ”我插话问道。
“爸爸说什么我也不言语。反正现在我啥也干不了，又有

病。 将来干不了也就不干。 ”
“我看你可以干点什么，比如，你能做饭就比有些男孩

强，你会踢足球就比我强。 ”男孩抬头看我，脸上有了些许笑
意。

随后，男孩的爸爸向我倾诉：“从小，他奶奶就十分疼他，
不知怎地，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闹肚子疼，而且一闹就
吐，老师就让我把他接回家。 去年上了初中，他闹得更重了，

最后只好休学。 我带他去过好几家医院，大夫说孩子不仅胃有
问题，而且脑子也有病。 ”

“孩子没胃病。 ”我说出我的判断，“如果说孩子有病的话，
应该叫做‘学校恐怖症’，其特点是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惧
怕心理，如果被强迫上学，会引起明显的焦虑，还会出现一些
躯体症状。 ”

“这么说孩子一到学校就吐是故意装出来的？ ”听了关于
“学校恐怖症”的解释后，男孩的父亲不解地问。

我笑了笑，说：“说故意
装出来的也是冤枉孩子，其
实是孩子运用的一种自我防
卫机制。 ”

“那么，您说就没法治了
吗？ ”

“其实，弄清楚事情的
真相，问题已解决了一半。 现
在， 首先就是重塑孩子的自
信， 让孩子确信自己是个健
康有能力的男孩。再有，是降
低对孩子的期望值， 多给孩
子锻炼的机会。

“你才考 79 分，你得向隔壁家的易楠多学习，他每次都是
考 90 多分。 ”新学期的第一次月考，在长沙县某中学上初二的
晓康就考砸了，很自然地，放学回家后，容不得他半句解释，就
迎来了妈妈的一顿奚落。

晓康很讨厌妈妈拿他和易楠比较。 他径直走进房间，打开
电脑玩起了《英雄联盟》，妈妈跟了进来，站在房门口又念起了

“紧箍咒”，“你又在玩游戏，你看看易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做
作业，你今年都上初二了，再不努力，你将来就只能扫大街了
……”

晓康愤然地拍了一下鼠标，冲到了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
以此来反抗妈妈。

晓康很不喜欢易楠，更不爱和他玩。 易楠是妈妈口中的“好
孩子”，晓康甚至觉得是易楠让他在妈妈心中打上了“不听话”、

“学习差”的标签。
而情况不仅仅如此。 这该死的“别人家的孩子”，就连晓康

吃个饭、甚至连他最在意的事———体重都要比。 晓康是个典型
的胖墩儿，他胃口极好，一餐至少要吃两碗饭，就吃饭这个事
情，他妈妈就说过他很多次。

尽管妈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但在晓康看来，自
己还是有不少优点的：他能烧一手好菜，至少妈妈上班去了，他
不会像易楠那样眼巴巴地等妈妈回来；他会洗衣服，这至少证
明他不是懒惰的小孩；他还会讲故事逗爷爷奶奶开心……

只是，这些优点，在晓康妈妈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上周末，晓康和小伙伴聊天，原来大家都遭遇过“别人家的

孩子”。 此时，晓康才恍然大悟，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个孩

子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个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胡荧 /文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游军：
“茫茫宇宙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这种生物不玩游戏，不聊

QQ，天天就知道学习，回回年级第一；这种生物可以九门功课
同步学，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这种生物叫‘别人家
的孩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别人家的孩子”走红网络。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看似搞笑的话语，正是家长常常对孩子
的念叨。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也愈发的
高，不少家长都患有焦虑症：生怕自家的孩子不够优秀，不够出
类拔萃，于是，总是忍不住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激将”，希望能
促使孩子产生动力，自发的努力进取。 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别人家的孩子”频频出场，其根本原因是家长出现了“心
理偏盲”。 心理偏盲就像戴了有色眼镜一样，总是对身边的人和
事选择性记忆和评判；对身边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对生活中的收
获熟视无睹。 一些家长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就会用“放大镜”去看
别人家孩子的优点，用“显微镜”去看自己孩子的缺点。

作为家长，应该有一个正确、健康的心态。 因为绝大多数眼
睛盯着别人家孩子的家长， 并不是他们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
子，而是自己心理出现了偏差。家长如果反复拿孩子的弱点与伙
伴的优点相比，孩子会从开始的内疚不安演变为不耐烦，最后甚
至产生反感讨厌，甚至出现“我偏要这样”的逆反心理和行为。

与其攀比，不如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试着把眼
光从别人家孩子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孩子，发扬他们的优点，才
能成为最聪明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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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清吧
专家点拨

我在始发站上了公共
汽车，坐到最后一排。在我
的后面， 紧跟着上来一对
母女。 妈妈 30多岁，她的
女儿五六岁。 那时车厢里
尚有部分空座， 可是小女
孩瞅瞅那些空座， 然后坚
定地指指我，对她妈妈说：

“我要坐那里。 ”
女人抱歉地冲我笑笑。 她低下头，对小女孩说：“咱们去那

边靠窗的位置坐吧。 ”
“不，我要坐那里！ ”小女孩再一次指指我。
我不知道小女孩为什么非要坐到我的位置不可。 但我知

道，现在她与妈妈犟上了，任女人如何哄她，她就是站在那里，
两个人站在狭窄的过道里，任很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她们。

我想，现在小女孩想要的并非是一个座位，而是一种满足。
习惯性的满足，有理或无理要求的满足。 或许大多时候，她的这
种满足可以在家里得到。 问题是，她并不是在家里。

“你应该向我要这个座位，而不是你的妈妈。 ”我终于忍不
住了，提醒她说。

小女孩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 她拽着妈妈的手，说：“我要

坐那里。 ”
“那你们过来坐吧。 ”我说，“你和你妈

妈挤一挤，或者你妈妈抱着你……”虽然我
并不想惯着她， 可是我实在不忍看到女人
尴尬的模样。

“不！ ”她说，“我要一个人坐！ ”
这就太过分了。 我告诉小女孩，“你乘

公共汽车是免费的， 你的妈妈并没有为你
花一分钱。既然是免费，公共汽车上就没有

给你准备座位。现在我把座位让给你，你应该把座位让给妈妈。”
“我就要坐那个座位！ ”小女孩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她一门心

思缠着她的妈妈。
那天，直到终点，我也没有给她让座，也再没有和小女孩说

一句话。而她则始终站在我的面前，拽着妈妈的手，每隔一会儿，
就要说一遍“我要坐那个座位”。

车上的人看着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妈妈，目光里，各种情绪
都有。但不管如何，我想，大概没有人觉得这个小女孩可怜，也没
有人觉得我应该把座位让给她。

那天我必须拒绝她，不仅要用语言，还要用行动。 我想告诉
她：这世上，有些东西并不属于她。不属于她的东西，并非撒娇或
威胁唯一对她没有立场和底线的妈妈就可以得到的。

□ 周海亮

适当玩游戏有益心理健康

英国研究发现， 每天玩电子游戏多于 3 小时的青
少年易接触暴力等不适合本年龄段的内容， 对心理健
康产生负面效果，影响学习和社交；而每天玩游戏 1~3
小时则无明显心理变化； 每天玩游戏少于 1 小时即适
当玩游戏，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心理自我调节
能力更强。

王雯

童年缺玩伴易忧郁

童年时期的小伙伴对孩子的成长到底有多大影
响？美国《心理学年刊》刊文指出，玩伴对孩子社交能力
的培养很重要，童年缺少玩伴，日后容易孤单、忧郁、焦
虑。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除了学校下课时间，几乎没有
与同伴玩耍的机会。因此，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努力创造
机会，引导孩子们多参与集体活动，多交朋友。

李子木

母亲乐观子女成绩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研究发现， 母亲
乐观面对生活， 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更好。 研究人员认
为： 那些乐观的母亲相信自己的行为能影响自己和孩
子的命运，因而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育儿方法，这也意味
着她们会和孩子积极地参与具有智力挑战性的任务。

陈雪莹

□ 积雪草

家长“心理偏盲”会致孩子逆反行为

孩子，有些东西不属于你

小土豆，大角色

人生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演着自己的梦，但无
论角色如何，都要演好真实的自己。

记得小时候，在学校里排演童话剧，我演的不是高
贵无比的公主，也不是英俊潇洒的王子，甚至不是森林
里的一只小动物，而是公主路过田野时，一只身上沾满
了泥土，头上顶着两片绿叶的小土豆。

我沮丧得无以复加，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演一
只既不好看也不好吃的小土豆。回到家里，我好几顿没
有吃饭，害怕父母问起我演的角色，害怕同学们嘲笑的
目光，我觉得自己很低，低到尘埃里。

悲伤像潮水一样袭来，我哭得很伤心。我不能接受
自己演一只平凡的土豆，擦泪的间隙，母亲问起，为什
么哭啊？我只好实话实说，我被老师安排演一只不会说
话的小土豆，我不甘心，凭什么我只能演一只小土豆？

母亲笑了，说，有什么不甘心的？ 演一只土豆又如
何？ 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能把平凡朴实的小土豆
演好了，也是你的本事。 要学会在热闹喧哗的地方，安
静地做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能做的事，做自
己该做的事，这才是你的本分。

母亲的话，多年后我仍然记得。
工作之后，有一度我做一份不大喜欢的工作，天天

加班，薪水却很少，最重要的是上司并不了解你，于是
整天郁郁寡欢。 想起母亲说过的话，就算做一只土豆，
也要做一只最优秀的土豆， 所以我一直把那份工作坚
持到最后。

人这一生会演很多个角色，为人师友，为人儿女，
为人妻夫，为人同事等，每一个标签都是一个社会角色
细化的分工，让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无论这个角色是什么，有多
么不起眼， 我们都要倾尽全
力，演好自己，这才
是人生的本分。 至少
将来回忆起来，我们
都不会后悔，因为我
们曾经是那么用心、
那么尽力地做一只
土豆。

□ 马志国

他一进教室就吐心理诊室

探索新知

家园碰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