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终将平凡
是父母必须面对的现实

心灵鸡汤

▲ 给时间一点时间， 让过
去过去， 让开始开始。 让你难
过的事情， 有一天， 你终会笑
着说出来。

▲ 水到绝处是风景， 人到
绝处是重生。 绝境不仅仅是一
场磨难， 更是人生的一种醒悟
和升华。

黑龙江 励升

美国斯坦福大学精神与行为医
学系名誉退休教授 Ira D. Glick 博士
曾指出： 将精神分裂症真正视为一
种慢性病， 并采用与其他慢性疾病
一样的管理方式， 是精神分裂症长
期优化治疗的秘诀 。 Glick 博士强
调， 尽管抗精神病药仍是有效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基础， 但患者及其家
人需要真正地知行合一， 将精神分
裂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理解及对待，
而这也需要医生的努力。

“在一个比较大的患者样本中，
我发现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越
好， 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 Glick
博士称。 另外， 对于那些药物治疗
不依从的患者而言， 生活总体上就
是一场灾难。 Glick 博士认为， 医生
要主动教育患者及其家人， 告知罹
患精神分裂症需要做好长期甚至终
身治疗的准备。 与糖尿病类似， 被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意味着持续监测
疾病表现 （血糖波动、 并发症等），
必要时调整治疗 （口服药种类、 胰
岛素用量等）， 以改善长期转归。

“一旦患者真正明白自己得了什
么病， 他们的依从性就会大大提高，
愿意长期用药。” Glick 博士称。 尽
管抗精神病药的确是治疗的关键 ，
有些患者也实在很难沟通， 但医生
的努力终究很重要， 有效的教育是
让患者及其家人接受漫长的病情监
测的第一步。

“你必须跟患者本人谈， 而不是
直接把药片扔给他们 。 ” 随着症状
的潮起潮落 ， 精神分裂症的长期
控 制 往 往 也 并 非 一 帆 风 顺 。 然
而 ， 其他慢性疾病又何尝不是如
此 ， 且过程甚至更加繁 琐痛苦 。
例如 ， 糖尿病患者需要频繁扎手
指 ， 必要时调血糖， 有时到了必须
强化治疗或换药的程度。 精神分裂
症也是一样的道理。

通过开展有效的患者教育， 让
精神分裂症患者真正接受慢性病这
一概念， 是改善其病情控制的关键
一步。 与糖尿病、 高血压一样， 精
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疾病， 需要长
期治疗 ， 如果大家都能接受这一
点， 药物治疗不依从相关的糟糕后
果有望得以减少。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精神疾病康复中心 罗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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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关注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 很容
易被问到一个问题： “你长大
了想做什么啊 ？ ” 司机 、 面包
师、 清洁工 、 厨师……这样的
答案说出来， 大部分父母是不
会欣然接受的。 似乎长大了只
能做科学家、 文学家、 宇航员
等， 孩子们才会被认为有出息，
父母们才会有面子。 更为重要
的是， 这符合父母们 “望子成
龙” 的殷切希望。

父母最难接受 ， 也最不愿
意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 自己
的孩子很大概率上会是一个极
其平凡、 极其普通的人。 即便
是从内心隐约意识到这一点 ，
也定要排除万难， 创造条件把
孩子培养成天才。 于是， “望
子成龙， 望女成凤” 成了很多
父母给自己拟定的宏伟目标 ，
也是他们赋予自己的伟大责任。
当然， 这情有可原， 无可厚非。
我们不用去探讨这是出于什么
心理， 也不用去争辩这种做法
的对错。 我们只说明一个事实：
99%的人可能会平凡地度过一
生。 从概率上来说， 一个人如
何在平凡的生活与工作中找到
快乐、 幸福与平静， 才是最重
要的能力。 而我们的父母在教
育孩子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这
99%的部分， 却将精力集中在剩
下 1%极其渺茫的希望中。 这意
味着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注定了
会失败的豪赌， 是很多人悲剧
的开端。 因此， 我们很多人可
能过得并不快乐。

有一位妈妈 ， 和所有的母
亲一样， 从小就立志要让自己
的孩子出类拔萃。 儿子还在小
学阶段， 她就软硬兼施让他背
完了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全
套， 还规定每天都要读一篇名
家美文 。 后来她发现孩子对阅
读兴趣不大， 就改用听 。 因为
找不到合适的影音材料， 她就

亲自上阵 ， 每
个学期给孩子亲自录制十盘以
上的磁带 。 如此坚持了数年 。
然而， 等孩子上初中了 ， 每次
考试在现代文阅读一块都基本
不能得分 。 这位母亲不理解 ，
不接受， 生气， 痛恨 ， 最后绝
望。 每天要给自己暗示 ， 强调
八百遍那是自己亲生儿子 ， 才
能勉强克制自己不动手。 痛定
思痛 ， 这位妈妈最后分享说 ：
“最终， 我意识到在这方面， 他
就是一个没有天分， 不灵光的
孩子， 我才没发疯。”

认识到自己的孩子不是天
才，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幸运的
事情。 这不仅能够让父母正确
认识孩子、 接受孩子 ， 在教育
孩子这件事上和自己和解 、 和
孩子和解， 也能让孩子对自己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如果明明
知道孩子是个平凡 而 普 通 的
人， 却一定还要想方设法 ， 削
尖了脑袋将其培养成精英。 结
果不仅会让自己在回报与付出
的巨大落差中绝望， 还会给孩
子营造一个假象， 让孩子误以
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 ， 抱有
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结果
眼高手低， 总觉得自己明明是
千里马 ， 却始终遇不到伯乐 。
无法正确认知自己的平凡 ， 又
如何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快乐和
幸福呢？

如果父母用自己的优势去
衡量 、 要求孩子 ， 是 不 公 平
的 ， 会给孩子造成 额 外 的 压
力， 会对孩子的教育起到适得
其反的作用 。 更为可怕的是 ，
很多中国父母自己明 明 不 擅
长 ， 还非得要 求孩子 足 够 出
色。 台湾著名作家吴念真曾经
讲述过这样的事情。 他的儿子
数学成绩很烂 ， 老师在和家长
的联络簿上写道： “数学成绩
要加强!” 儿子回到家里， 老婆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吴念

真赶紧把老婆拉到厨房 ， 问 ：
“你原来读书的时候 ， 数学有
没有很好啊 ？ ” 老婆回答说 ：
“很烂！” 吴念真说： “我也很
烂 ！ 大学联考才考了 10 分 。 ”
然后吴念真和老婆很认真严肃
地谈了这个问题： 我们自己都
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为难孩
子了。

为人父母 ， 回头看看自己
走过的道路， 很多时候自己也
未必是不够努力， 而是真的不
擅长 。 又何苦来为难孩子呢 ？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 父母不
曾做到百里挑一， 又何必为难
孩子， 勉强将其培养成为人中
龙凤呢？

有一个朋友 ， 大学毕业后
做了北漂。 几经周折 ， 终于让
孩子拿到了在北京读书的指标。

朋友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
索性再四方运作， 将孩子送到
了名校。 全校 800 多名学生， 孩
子始终在 600 名左右徘徊。 朋友
自然是不甘心， 加班加点给孩
子补课， 结果孩子的成绩干脆
降到了倒数 50 名， 最后还产生
了严重的厌学情绪。 痛定思痛，
朋友开始意识到孩子完全无法
跟上名校的节奏， 只好将孩子
转到了家附近一所普通高中 。
虽然孩子的分数没有提升 ， 但
是状态改善不少， 开始变得自
信、 开朗， 对学习有了兴趣。 最
终在高考的时候， 还超常发挥，
制造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 父母
盲目将孩子培养成精英 ， 将孩
子置于无法胜任的位置 ， 会增
加孩子额外的压力， 加重挫败
感， 让孩子自暴自弃 。 当现实
与希望的反差太大时， 父母自
己也会容易陷入绝望 。 如此 ，
孩子就悲剧了。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罗娜莉

接纳孩子的平凡

又到期末考试季， 家长圈焦虑倍
增。 高考、 中考、 期末考等， 各种消
息不停刷屏； 身边某某学霸又被某某
名校提前录取； 别人家的孩子在期末
前的模拟考中又考了第一名……可自
己的娃呢？ 不管你怎么用力， 还是那
个不好不坏、 不紧不慢的普通娃。

患者须知：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病

承认孩子平凡
与自己和解

推己及人，接纳孩子

不要盲目让孩子
追求不平凡

与自己和和和解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