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鸡汤
▲ 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

并不是那些最强壮或最聪明的。 而
是那些可以适应变化的， 能善用周
围的物资并合作来对抗共同的威胁。

▲ 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 只有
知足不知足， 温饱无虑就是幸事，
无病无灾就是福泽。

山东 达文

漫 言 漫 语

人生如茶， 粗品是苦的，
细品是香的。

陈英远 （安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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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这不是孤例， 许多父母都很
难过和不解， 为什么自己辛苦抚
育大的孩子， 跟自己不亲近？ 有
了心事 ， 都不愿意向自己求助 。
他们觉得自己为孩子百般操劳 ，
理应得到孩子的尊重和信任， 占
据孩子心目中重要他人排行榜的
前三名才对。 哪知， 孩子们实际
上将父母的重要性都排在比较靠
后的位置， 并没有表现出让家长
满意的心理距离。

孩子并非无情无义， 从实际
的角度上看， 绝大多数子女对父
母的照顾和养育是有感恩之心的，
他们能够理解父母的不易和艰辛。
但亲子的心理距离远近， 主要是
靠有效交流的质量， 是否和父母
聊得来， 能否产生一种心理上的
相容和接纳。

如果父母和孩子从小就聊得
来， 那么孩子肯定会将父母视为
最可信任的人， 是心灵的避风港
和安全岛。 遇到心事， 自然而然就
会向父母求助， 将各种心事和盘
托出。 父母也能用睿智的人生智
慧和舐犊关爱， 陪伴孩子一路成
长。 这种亲子关系， 充满了相互理
解的友好、 温暖、 支持和真诚。

而在许多家庭里， 孩子会对
父母设置心灵防火墙， 心事严格
保密不向父母吐露分毫。 有些家
长比较着急， 旁敲侧击， 总想从
孩子嘴里挖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或是从学校里的老师、 同学或亲
友处各种打听， 安排眼线来收集
情报， 想要侧面了解孩子的情况。
这些举动， 使得孩子变得更加戒
备， 更不愿意向父母诉说。

三大原因导致孩子
不想父母吐露心事
孩子们为什么不选择向父母

吐露心事呢？ 主要是基于三方面
的原因：

第一、 家长交流态度粗暴 许
多家长认为 ， 孩子是不成熟的 ，
而自己经历了社会种种磨练， 有
资格做孩子的表率。 孩子需要俯
首帖耳地听取自己的宝贵经验 ，
按照自己说的正确的模式来行事。
所以， 家长总抱持着一种居高临
下的教育和批评的态度。

无论孩子说什么、 做什么事，
家长总要以 “我是绝对正确的 ”
的心理， 对孩子加以否定和打击。

孩子在和家长相处过程中， 优点
得不到肯定， 缺点却一再地被父
母提及， 这种踩痛点的做法， 让
孩子感受不到应有的肯定、 赞赏
和喜欢， 在父母面前不得不表现
出一种畏惧、 胆怯甚至被动服从
的姿态。 孩子将父母视为一种不
愉快的存在， 显而易见， 他们不
太乐意与父母主动沟通。

第二、 家长不理解年轻人的
世界 交谈容易出现代沟。 每代人
都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交流的
语言体系和风格。 如果想顺利地
进入年轻人的世界， 多少需要了
解一些年轻人的关注点和语言 。
有些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又
不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 在交
流中容易引起尴尬。 社会能力日
益变强的孩子们， 发现家长越来
越脱节， 是一个典型的又不肯变
化的落伍人， 孩子们主动交流的
意愿就很低。 他们的朋友圈首先
屏蔽了父母， 其他的聊天软件也
没有加父母作为好友。 在他们眼
里， 自己需要一个独立的心理空
间， 这是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最
安全的做法， 免得父母不了解情
况而小题大做。

第三、 家长不善于调整与孩
子的交流模式 孩子幼年的时候，
懵懂无知， 家长扮演了全知全能
的权威角色， 孩子对家长是大写
的崇拜和无条件的服从， 家长的
角色让父母充满了胜任感和成就
感。 随着孩子认知能力增强， 甚
至远远超过了父母， 孩子需要一
种全新的亲子交流方式。 可家长
形成一种固有的交流习惯， 他们
甚至不习惯自己的孩子突然变得
有主张， 说话头头是道、 引经据
典， 甚至可以毫不留情地反驳自
己。 这种让自己陡然丧失了权威感
的交流格局， 让许多家长感到失
落、 受到挑战， 乃至尊严丧失。 有
的家长心里不开心， 但还是控制自
己的情绪； 有的家长勃然大怒， 认
为孩子在卖弄小聪明或顶嘴。

在未成年阶段， 家长用父母
自我状态， 孩子用儿童自我状态
来交流 ， 这是一种契合的匹配 。
而随着孩子不断地成长， 自我意
识不断发展， 他们要求进入成人
自我状态， 而家长依然用父母自
我状态， 这就形成了不适当的自
我状态下的交流模式， 就没有办

法愉快地聊天了。 孩子们觉得没
有得到足够的界限感和独立意识，
他们的心事， 就没有办法对家长
开放。

打开孩子心事的正确方式
第一、 耐心倾听 当孩子愿意

向父母诉说时， 家长一定要按捺
住脾气。 多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
不要急于给孩子下结论或提出反
对意见。 对孩子的叙述， 家长不
妨用鼓励性的语言， 让他们能够
将心里话全盘倾吐出来。 对孩子
的过失， 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家长最好包容他们的过错， 帮助
他们分析其中的是非得失， 给一
些避免重范错误的方法和技巧 。
对于孩子的情绪困扰和情感伤害，
家长可以在情感上予以回应， 比
如接纳他们的负性情绪， 理解孩
子对着自己大喊大叫是一种发泄，
并不是冲着自己来的不礼貌。 用
温和的手段来修复孩子的内心创
伤， 让孩子感觉被家长理解， 并
得到切实的帮助， 他们自然就把
父母当做最贴心的人， 就更愿意
向父母袒露心声。

第二、 无条件地积极关注 无
条件地积极关注是人本心理学家
罗杰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 就
是说无论来做心理咨询的人， 具
备什么样的身份 、 地位 、 学时 、
财富、 性格、 人生经历， 咨询师
都要对其保持一种不附带任何条
件的关心、 接纳， 关注到他们身
上的积极的、 正向的特征， 发展
他们的潜能。

同理， 家长在和孩子交往中，
也应该用积极的眼光去接纳自己
的孩子， 找出他们的闪光点并注
意塑造和培养。 在生活中， 家长
总希望孩子认可自己， 内化自己
的教养内容。 这或许会带来一些
观念冲突， 孩子并不是被动吸收
父母这一个教育途径的内容， 他
们可能更偏向于更加开放和多元
的网络信息和社会交际网， 父母
的心理安全区内的思想和行为模
式， 或许被孩子们选择性的接受。
家长不要为此而感到失落甚至痛
心， 孩子打破了父母的心理舒适
区， 家长才有机会与孩子平等相
处， 增加交流的机会。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精卫所 李则宣 黄任之

为何有心事
孩子也不愿意向父母诉说？

病态心理的 12 个表现， 90%以
上的人居然都有，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呢？ 以下 12 种表现， 你有吗？

1. 热闹的时候， 会莫名觉得低
落， 甚至会觉得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
格不入， 特别想离开。

2. 自己生活的环境也不差， 既
没有缺爱， 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但就是很自卑， 内心很孤独。

3. 每次情绪快要爆发的时候都
会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让自己看起
来很正常， 到最后才在房间里默默哭
泣。

4. 明知道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
但在行为上总是放纵自己。

5. 在每个阶段都有要好的朋友，
但只要脱离了当下的环境就会失去这
份友谊。

6. 相信世界的美好， 却把自己
活得很世故。

7. 爱看虐心的故事， 每次都会
哭泣， 自己却觉得很享受。

8. 喜欢一些小的疼痛来刺激自
己， 如胃痛的时候吃凉的， 生病的时
候吃辣的。

9. 不信任熟人， 但对陌生人出
奇地信任。

10. 没有目标， 不知道自己想做
什么工作，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甚
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11. 不知道为何父母的言语总会
让自己在极其兴奋和伤心中度过， 当
初自己有多生气， 现在就要多后悔。

12. 生活没有太多的向往， 只想
搞钱， 让自己脱离现在颓废的局面。

湖北省中医院 杨毅红

病态心理的 12个表现

蕊蕊是一个敏感细腻的孩子， 从幼儿时期开始到高中毕
业， 各种挫折和苦恼不断， 眉间总是萦绕着心事。 可在父母面
前， 她总是表现出一种开朗无忧的快乐面孔。 父母不知道的
是， 除了一个好朋友当她的“树洞” 外， 她就靠着一个带锁的
日记本， 独自消化着大大小小的烦心事。 连被校外的小混混敲
诈、 被同校的女霸王欺凌这样的大事， 她都强忍着没告诉父
母。 要不是来家里玩的高中同学偶尔说漏了嘴， 蕊蕊爸妈根本
不知道女儿经历这么多暗黑的往事。 他们一方面心疼女儿， 一
方面又深感痛心： 女儿有了心事， 为什么都不愿意向父母倾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