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辞典

������在社会心理学中， 人们把一
个人自己选定的角色位置不因其
他因素而发生太大变化的现象 ，
称之为定位效应。

试验 在召开会议时， 先让人
们自由选择位子， 之后到室外休
息片刻再进入室内入座， 如此 5~
6 次， 发现大多数人都选择他们
第一次坐过的位子。

原因：
1. 定位效应就是由于先入为

主的第一印象在起着影响作用。

2. 定位者持有一种自我认
知协调一致的心理要求 。 为了
避免认知上的不一致印象 ， 同
时也可能未遇上其他更强烈的
选位动机等因素 ， 从而产生了
定位效应。

3. 一个人不为周围因素所干
扰， 而始终把精力集中在最先自
己所选择的对象上， 这和定位者
的特质有关。 定位者要么是定力
过于强大或者是懒惰成性， 再者
是自信过度的人。

启示：
定位效应的存在影响着生活

中的每一个人， 凡是认定的事情，
多数人不原意轻易改变； 习惯的
力量有时并不在于害怕风险， 而
是一种思维定势和一种契约关系
的形成； 企业在谋求自身的转型
与定位时， 也同样会受到定位效
应的影响， 所谓 “生行莫入、 熟
行莫出” 的观念是定位效应在企
业进行战略选择时的折射。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孔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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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各大中小学已相继开学，
有些孩子因没做好开学前的适应调
整， 在突然进入规律的上学状态后，
身心无法适应， 从而出现一系列的
“假期综合征”。 在生理上， 有的孩
子表现出失眠 、 嗜睡 、 头晕恶心 、
疲倦腹痛、 食欲不振等不适， 而这
些症状并无身体疾病层面的原因 ；
心理上则表现为厌学、 焦虑、 上课
走神， 以及记忆力减退， 情绪不稳
定等。 以下三方法可帮助孩子摆脱
“开学综合征” 的困扰， 逐渐适应新
学期的生活。

和孩子一起
用一个仪式结束假期
选个时间， 家长和孩子一起回

忆下美好的假期生活， 然后计划一
下新学期哪方面要加强努力。 这种
仪式更多的是一种心里暗示， 让孩
子明白， 假期结束了， 要回到学习
当中去了。 如果孩子出现焦虑情绪，
家长要理解， 不要批评， 可以分享
下自己假期过后对于上班的焦虑 。
告诉孩子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更不
能排斥 ， 要勇敢地面对并消化它 。
千万不要强迫孩子马上就进入学习
状态， 转换需要一个过渡期， 给孩
子一些时间， 只要过渡期不要太长
就好。

调整生物钟，恢复合理作息
黑白颠倒 ， 半夜睡 ， 午间起 ，

这是孩子假期的常见作息。 如果开
学时让孩子突然调整， 肯定不现实。
家长至少要在开学前一星期， 让孩
子执行上学时的作息， 让身体有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天早睡一会，
早起一会， 慢慢地让孩子进入正常
的作息轨道。 还可陪孩子一起准备
学习用品， 和孩子聊聊学校有趣的
事情。

注意三要、 三不要
1.�不要“只说不做”， 要“以身

作责”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 是孩子
的榜样。 父母在外头看电视， 孩子
是千万个不愿意在屋内认真学习或
是关灯睡觉的。 所以， 若是要孩子
尽快进入新节奏， 父母就必须首当
其冲， 起到带头作用。

2.�不要“指指点点”， 要“温馨
提示” 家长们喜欢和孩子说 “你快
点呀” “怎么还没做完” “你知不知
道你该……” 这一类的话。 这些可不
是孩子们愿意遵照执行的话， 也容易
阻碍孩子养成良好的品行和习惯。 其
实语气温柔的简短提示是很好的方
法， 既能让孩子意识到要做什么， 又
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反抗心理。

3.�不要“情绪左右”， 要“智慧
应对” 从假期到上班， 家长们自己
常常会因为不适应新的节奏而产生
焦虑等不良情绪。 如果是这样， 怎
能期待孩子以良好的状态迎接开学
呢？ 当情绪来临时， 做好积极暂停，
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理性应对， 这
样也有助于帮助孩子发展出高情商。

深圳市健康教育中心 李理

“三要、三不要”
帮孩子适应新学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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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 1、 孩子们普遍反感的习
惯———唠叨

说起对父母的反感和不满 ，
几乎所有孩子都选择了唠叨。 孩
子们是如此反感唠叨， 而父母却
往往喜欢唠叨 ， 可以说矛盾突
出。 那么， 这个矛盾又是怎么产
生的呢？

父母往往对孩子的期望很高，
总希望孩子事事顺自己的心愿 ，
若有不顺心就不停地说教， 翻来
覆去， 便成了唠叨。 父母唠叨一
般总是指责多， 批评多， 报怨多，
有时甚至讽刺挖苦， 孩子当然不
爱听， 甚至会感到厌烦。

找出了问题的根源后， 家长
就要时时提醒自己， 注意控制情
绪 ， 正确把握孩子的心理状态 ，
学会尊重孩子， 对孩子进行适当
的提醒， 不要大事小事都喋喋不
休、 唠叨个不停， 要以孩子能够
接受的谈话指导孩子， 这样的教
育才易于被孩子接受， 才是有效
果的教育。

2、 脾气暴躁， 不问是非， 逮
住就骂

这种情况虽不是普遍现象 ，
却排在了第二位， 足见孩子们对
父母粗暴态度的反感。 所以， 为
了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也为了给
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家长应
当加强自我修养， 尽量克制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为一丁点小事大
动肝火， 更不要拿孩子作为发火
的对象。 当孩子需要提醒、 需要
教育的时候， 家长也要以孩子能
够接受的方式进行， 千万不要简

单粗暴， 不然效果会适得其反。
3、 动不动就埋怨、 指责， 爱

和别人比较
这似乎是大部分家长所共有

的毛病。 由于他们对孩子期望值
太高， 因而对孩子过于苛刻。 当
孩子的表现与自己的要求有差距
时 ， 就埋怨 、 指责孩子 。 他们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心切， 总
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全班或者全年
级甚至全校 、 全世界最优秀的 。
他们对于孩子的表现， 这也不合
心， 那也不满意； 而且老拿别人
孩子的优点和自己孩子的缺点做
比较， 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励孩
子， 但是他们恰恰忘了这样做不
仅引起孩子的反感， 达不到激励
的目的， 反而会严重挫伤孩子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 给孩子成长带
来严重的心理阴影。 作为家长你
总是说他这也不如人， 那也比人
差， 孩子听惯了负面的评价， 哪
里还有自信心， 哪里还有成功的
欲望？

所以， 要给孩子自信、 给孩
子追求成功的欲望， 家长就必须
克服埋怨、 指责和拿其他孩子的
优点与自己孩子缺点比较的坏习
惯， 对孩子多一些正面的指导和
评价。 这样才能有利于孩子自信
心的建立， 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

4、 采取命令式， 不通情达
理， 过分限制自由

这样的家长虽然也不是多数，
但还排在了第四位， 由此可见孩子
渴望理解、 追求平等、 追求个性的
愿望之强烈。 所以， 对待孩子不要
太严厉、 管理太多太细， 也不要简
单粗暴， 要充分尊重孩子， 少采取
命令式， 多一些协商， 让孩子在平
等宽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这样才
有利于孩子健全人格的建立。

5、 除了学习别的都不关心，
滥报各种辅导班

这似乎是所有家长的共性， 他
们只盯着孩子的作业本和成绩单，
他们只要求孩子成绩好， 除此之外
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忽略， 都可以不
要。 而且为了孩子能够出众、 拔
尖、 多才多艺， 他们还给孩子报
了许多的辅导班、 兴趣班、 特长
班 ， 也不管孩子到底喜不喜欢 、
有没有特长、 有没有兴趣。 在此，
要提醒家长注意， 这种急功近利
的做法让孩子产生反感， 这样的教
育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6、 脏话连篇、 爱瞎吹， 穿着
不得体

这种类型的家长虽然只是少
数， 但也是孩子所反感的。 家长
平时应注意仪表， 穿着大方， 说
话得体， 不说脏话。

宜兴教育心理中心 徐清照

懂点儿童心理学，事半功倍
孩子最反感父母的行为有哪些？

�����“神兽” 归笼， 普天同庆。 然而， 接下来
“河东狮吼” 依然会在每个家庭上演。 其实每一
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 每一个家长对于孩子的成
长、 教育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由于一些家长
在教育方法上的欠缺或不当， 使得教育不仅没有
效果反而产生了负面效应， 引起了孩子的反感。
为了让家长不再“好心没有好结果”， 我们来看
看心理咨询师、 教育工作者李彦芳提出的“让孩
子们最反感父母的那些做法”。 懂点儿童心理学，
会让你孩子的家庭教育成果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