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清吧

那天，孩子愁眉苦脸地说，下午不想
去上学了。 我问及原因，她说：“有个叫小
玮的同学非说我弄坏了她画的琴键图不
可，让我赔。 ”

我明白了，孩子生平第一次遭到了同
龄孩子的恐吓，不知该如何应对，只有选
择逃避了。我给她讲了一大堆遇事要勇敢
面对的道理。 孩子说：“你讲的我都懂，可
是我不是你呀。”我笑了，因为孩子只看到
了我作为母亲坚强的一面，却不知道我童
年时与她一样的胆怯。

现在，我的孩子遇到问题，我绝不能
装着没看见。 我拨通了老师的电话，老师
答应帮我解决。 不多时，我接到了小玮爸
爸道歉的电话，我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小
玮登门道歉。

放学后， 小玮在我家楼下徘徊了很
久，终于鼓足勇气敲了门，进门说了声“对
不起”。我微笑着站在小玮面前，不紧不慢
地对她说：“小玮，我知道在同龄孩子的眼
里，你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强大到可以让

别的孩子因为害怕你而不敢去上学的地
步，可是，当你站在比你更强大的我面前
时，你是不是也有点害怕？ ”小玮点点头。

我继续说道：“也许你觉得自己很强
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欺负弱小，但是，总有
一天你会发现，欺软怕硬，会让真正强大
的人瞧不上你，而弱小的人会团结起来反
抗你。 强大者如果不具备美德，以后很难
真正强大，弱小者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不
一定会永远弱小。 ”

小玮听到这儿，眼泪掉了下来，再次
诚恳地说了声：“对不起，我错了。 ”

“你刚进门的那句道歉，是为了完成
父母交给你的任务，而这句道歉是来自你
的内心，所以，我们接受你的道歉。我相信
你以后能做到对同学团结友善。 ”她使劲
地点了点头。

小玮礼貌地和我们道别后， 女儿激
动地对我说：“妈妈，我好佩服你，什么时
候我能像你一样强大就好了！”“放心，一
定会的，因为我小时候像你一样弱小。 ”

□ 荆辉

家长学校

□ 崔建平

当孩子遭遇恐吓不愿上学时

阳光通道

自恋是生命中的甜品

□ 夏光清

长沙周老师来信：
一次游戏活动中，我表扬了几位守纪律的学生，并请这几位学生

来到讲台领取小红花。 小超是其中之一。
正当小超兴高采烈地接过小红花时， 下面另一位学生大叫起来：

“小超昨天还和其他小朋友打架呢！”其他学生也呼应：“他不配得小红
花！”“他是个坏孩子”。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见小超面红耳赤，双手紧
紧握住小红花，大吼一声：“是他先打我的！ ”说完就往教室外面冲，双
手紧握拳头，牙齿一下咬住了自己的胳膊，把我吓得赶快过去劝阻。

当小超情绪稳定下来后， 我问小超：“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你
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还咬自己呢？ ”小超半天不吭声，最后勉强说：
“我恨我自己！ ”

小超这是怎么回事？

来吧，一起跨跃“门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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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孩子的“情绪饥饿”
专家点拨

应用心理学研究员马志国：

学生私语

你敢指出老师的错误吗

胡涵：千万不要当众指出老师的错误。每个
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被指出而高兴。另外，
你要清楚，你指出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示自己对，
而是希望老师不要讲错。

李若：一位同学指出老师讲错了，老师白了
他一眼，说：“我不会讲，那你来讲好了！ ”结果，
同学羞得满脸通红， 从此老师对那位同学很冷
漠。 你说，碰到这样的老师，我敢吗？

周珊： 在学生心中， 老师是神圣而又崇高
的。学生当面指出老师的错误需要一些勇气。所
以，遇到老师出错，我不会指出，只会私下核对
这个知识点，自己心里明白就可以了。

陈丹：为什么不敢？好老师就应该善于接受
学生的批评，否则，难道让全班同学都跟着老师
一起错？ 要是造成严重后果，谁来负责！

张斌：老师的知识是有限的，许多不熟悉的
东西说错了是可以理解的。

刘丰：有一次，我说老师错了，结果最后发
现是我自己弄错了，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
师也狠狠地批评了我。 那件事以后， 我告诉自
己，保持沉默是最安全的。

李娜：我心里想，但嘴上不敢说。 因为我成
绩不太好，所以总是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

小编建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师犯错是
在所难免。作为学生，当然要指出来。但是怎样才
能做到“既让老师明白他错了，又不让他觉得难
堪”呢？这就要讲究技巧和策略了。同学们可以选
择在课后与老师私下交流，这样既不会让老师难
堪，又可以达到“教学互动”，一举两得。

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说错一个字，我便大声
地指出了。 可是老师过后却批评了我。 我想问
大家：当老师犯了错误，我们是选择沉默，还是
勇敢地站起来指出老师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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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家庭是孩子两个重要的生活环境，它会直接影响孩子
的情绪。 一个在温馨家庭中生活的孩子，在学校又受到师生的喜
欢，他必定会产生安定、自信的积极情绪。 相反，在家或学校感受
到的是冲突、恐惧和紧张，这给孩子带来的只能是消极情绪，造成

“情绪饥饿”。

“情绪饥饿”表现如下：情绪不稳定，刚还欢天喜地，突然就变
得怒不可遏；或痛哭流涕时突然又破涕为笑。 情绪抑郁，经常给人
以悲伤、沮丧的感觉。容易被激怒，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高焦虑，
在意识到要发生不利事件时，会产生夸大了的恐惧、烦躁不安的
情绪。

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脾气很坏的男孩，他的爸爸给
了他一袋钉子，告诉他，每次发脾气或跟人吵架时，就在院子的篱
笆上钉一根钉子。 第一天，男孩钉了 37 根钉子，后来的几天里，他
学会了控制脾气，每天钉的钉子也逐渐减少。 终于有一天，他一根
钉子都没有钉。 他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爸爸说：“从今以后，如果你一天都没有发脾气，就可以在这
天拔掉一根钉子。 ”一天天过去了，钉子全被拔光。 爸爸带他回到
篱笆边，并且对他说：“儿子，你做得很好！ 可是篱笆上的钉子洞，
永远不可恢复。 就像你和别人吵架，说了些难听的话，就在他心里
留下一个伤口。 无论如何道歉，伤口还在那里，永远难以愈合。 ”

所以，一方面，孩子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家长
应该帮孩子学会管理情绪。 父母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和孩子在一
起；当孩子情绪失控时，可以适当地忽略他们的哭闹行为；引导孩
子转移注意力，当遇到不顺利的事时，可先放一放再解决；创设安
静的休息环境，学会放松；学会积极的自我暗示。

我新接手了一个班，一个叫骏的男孩引起了我的关注。 骏不
仅识字量大，而且念的字音准，书写也很工整。我让他当了值日班
长，还选作班级晨读时的“领读员”。

一段时间后，数学老师反映他上课不认真，音乐老师说骏自
控力比较差。 我和骏的家长进行了沟通。 回家后，骏妈狠狠地“教
训”了他，让他静坐半小时思过。

第二天，我仔细观察，骏依然如故。 骏回家继续练习“静坐”，
还被妈妈“罚”洗衣服，他也有悔过之意。可一天下来，了解到儿子
的情况仍没有改善，俊的父母不禁焦虑起来。

我有意识地记录下骏身上出现的问题，诸如磨蹭、插嘴、注意
力分散、自控能力差等，这不仅仅是骏一个孩子的问题，也是困扰
家长的一类孩子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能否通过教育慢慢解决这
些问题。 这样，“门槛效应”这一心理学名词进入了我的视野。

门槛效应，也称“得寸进尺效应”。 它是指一个人一旦接受了
他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后，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就有
可能接受更大、更高的要求。

于是，我和骏的父母对骏提出一个较低的要求———在
学校，每堂课认真听讲 10 分钟；在家里，写作业至少在 15

分钟内做到不喝水、 不上厕所、不
叫喊父母。 如果骏做到了，不仅老
师予以肯定，父母也予以表扬乃至
奖励。 我发现，骏确实有了静悄悄
的变化。

但骏好了一段时间后，似乎又
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上课不听，做
小动作，写作业要么速度慢，要么书写差。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
道我们的教育前功尽弃了？ 我们进行了反思。

原来，我和骏的父母最近一段时间看到孩子的进步，无形中
提高了要求，还喜欢拿骏和班级比较出色的孩子作比较，这么一
比，骏又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干脆破罐子破摔。 看来，我们的做法
与“门槛效应”的原则是不相符合的。

孩子的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如果父母和老师
的教育不当，这样的过程就会曲折而漫长。 于是，我们的心态又平
和下来，按照一开始既定的原则实施教育。 骏的表现又呈现“稳
定、螺旋上升”的状态，而且，家校形成合力，让孩子矫正的速度也
快了起来。

早些年，我出了本书，叫《三分之一的加菲
猫》。 朋友说，为什么书上没有你的相片？ 我无
奈地回答：编辑说怕影响销量，让我保持神秘。

其实，我的样子颇有创意。 可以这样描述：
我有着刘德华的鼻子，曾志伟的嗓音，周星驰
的笑容，吴孟达的气质，还有加菲猫的身材。 因
此，在每次照镜子之前，我必须向自己的脸用
尽平生之力打上几拳，打到面目全非，才能勉
强控制住爱上镜中人的冲动。

曾经，我为自己的冲动而深感羞愧。 从小
就被大人教育要爱祖国，爱父母，爱兄弟，似乎
他们从来不说，记得爱自己，最多来一句：“好
好照顾自己，那我就放心了。 ”听听，我照顾好
自己，也是为了让他们放心的！

直到我遇到了亲爱的加菲猫。 那一天，我
百无聊赖地来到书店，翻开了一页漫画书。 未
曾料到，我那蒙昧的人生，在这一刻也翻开了
新的一页，智慧之光照亮了我的内心。

漫画里，加菲和小母猫阿玲约会。 阿玲问：
“加菲，你觉得爱情的意义是什么？ ”加菲：“爱
情就是这样的，当你看到一个美的化身站在你
的面前，你心中涌现的那一种狂喜的感觉。 ”阿
玲害羞又满怀期待：“你最近一次有这种感觉
是什么时候？ ”加菲：“哦，就在今天早晨约会之
前，我照镜子的时候。 ”

凡是正常人类，免不了有点自恋。即便他们
的样子不如我的鬼斧神工， 也不比加菲猫的珠
圆玉润，仍会孜孜不倦地发掘自己的可爱之处。

香港影评人迈克说：“自恋有点像生命里
的甜品，没有它，生活不成问题；有了它，特别
多姿多彩。 ”倘若加菲猫听到，肯定会问：“自
恋？在哪里？它的味道好吗？我怎么才能吃到？”
在得到答案后， 他肯定会扫兴地大叹一口气
说：“我还是去吃我的意大利面吧。 ”

自恋虽甜美，不能当主食，真是人生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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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请关注
宝宝心理问题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李芳

宝宝进入学龄期， 就要面对学习上的事务，
因此会出现一定的压力。 这个时期年轻父母除了
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外，还要留意他们的心理
问题。 那么，学龄期宝宝会出现哪些心理问题呢？

厌学心理。 这是学龄期宝宝最常见的心理问
题。 之前孩子的生活多在家庭中度过，进入校园
后，会让他们不适应，不喜欢学习。 因此他们通常
会对上学产生恐惧，出现厌学的心理。

恐惧交往。 学龄期宝宝要交往的人群变得越
来越多，而孩子习惯了和自己家人相处，与别的
小朋友相处时， 难免会出现很多的矛盾和问题，
这就让孩子在心理上抵触与人交往， 常见表现：
不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独来独往。

自我封闭。 很多学龄期的宝宝会出现自我封
闭现象：不愿意接触外面世界，不喜欢和别的小
朋友玩，甚至是自己家人，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出
在孩子的心理问题上是存在自闭的， 一旦发现，
家长要及时疏导，帮助解决。

孩子心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各位家长
一定要重视，经常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心理，
细心呵护。 保持孩子愉快的心理，加上充足的营
养，孩子才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