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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母亲眼中的乖乖女，漂
亮，懂事，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
顾亲人和老师的劝阻，无论如何也
不愿参加中考。这是为什么呢？

是孩子的错，还是家长的错？
抑或是更多人同造的孽果？

记者和女孩的家庭相识多年，
几乎看着这个女孩长大，也和女孩
的母亲经常进行交流，对女孩走到
现在，有心痛，更有无奈。为了叙述
方便，下文将称女孩为“朗儿”，将女
孩的父母称为“朗爸”“朗妈”。

“家里的钱，去哪儿了？”

“我们家里的钱，是不是朗儿
偷拿了？”清明节后，记者接到朗
妈的电话。

朗妈说，今年元旦的时候，家
里少了 400 元钱，朗爸长年在外打
工，家里只有小女儿和自己。朗儿
在县城上学，刚好元旦回来过。朗
妈理所当然地怀疑是朗儿拿了。等
朗儿回来时问，朗儿非常坚定地回
答：“没拿。”是不是有可能朗儿
在学校里零钱不够花？从那后，逢
朗儿回来，朗妈总会在女儿要求钱
数的基础上再加点。这次，朗儿清
明节返校后，朗妈发现家里又少了
400 元钱。朗妈直接去了学校，并
把女儿叫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问
她 ： “ 近 来 在 学 校 里 都 挺 好 的
吧 ？ ” “ 有 没 有 需 要 花 钱 的 地
方？”……聊了一通后，看女儿一
切表现正常，朗妈问，“家里少了
400元钱，是不是你拿的？”朗儿
依然回答，没有拿家里的钱。

“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并
说 ， 即 使 她 拿 了 ， 我 也 不 会 怪
她。”朗妈对记者说。晚上，朗儿
给妈妈发了短信，说“妈妈不相信
我，我很痛苦”，并说是用同学的
手机。“她是不是从家里偷拿了钱
去买手机了？”朗妈说，家里的经
济状况并不宽裕，在村里属于中等

偏下水平。女儿也说过班里很多人
有手机，但从来没向父母要过。“一
直觉得朗儿挺懂事的。懂父母的艰
辛，知道学习的重要，为了让孩子成
绩更好点，上初三的时候，又托人送
礼把她从普通班转到了重点班。”

“既然朗儿不承认，就先不要
再继续追问了。”记者建议朗妈，
以后朗儿回来后多留心她的言行，
毕竟，离中考也就两个多月了，成
绩考好点挺重要。

朗儿所在的县，只有一所高中。
每年，这所高中都会把录取分数线
定得高高的，只有1/3的学生属于正
常录取正常缴费，分数线下的学生
会根据分数的高低，在正常费用之
外再交3000-8000元不等的费用。

“我今年不想考试，想复读”

“朗儿不想参加中考了，怎么
办啊？”6月初，朗妈又焦急地给
记者打电话。

朗妈说，这次朗儿自家返校
后，给家里留下一封信。信中说，
家里的钱是自己拿的，买了手机，
买了药。

真相像圆葱一样层层拨开，伴
随着挥之不去的眼泪。

朗爸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难得
回来三五次，和大女儿见面的机会
也没几次。然而，每次见了面，朗
爸从来没有好脸色，更没有心平气
和地跟女儿交流过。妻子劝他，好
好给女儿说话。“难道还让我像祖
宗一样供着她？”朗爸每次都几乎
这样说。

“他根本不知道作为爸爸，应
该怎么与孩子交流。”朗妈说，朗
爸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斥、棍棒下长
大。父母彼此间关系也不融洽，即
使已经当了爷爷奶奶，还有时打仗
打到大街上，惹得四邻八舍笑话。
“和他爸爸比，不打孩子，这已经
是进步了。”朗妈说，可是，和这

样的公婆，自己一直也处不好，最
终选择了敬而远之。“他爸爸对朗
儿这样，也有怪她不到爷爷奶奶那
里去的意思。可是，孩子一去那
儿，他俩就守着孩子骂这个骂那
个，孩子越大就越不愿意去了。”

黄鼠狼专咬病猫。三年前，朗
儿刚上初中的时候，被确诊患了一
种极难治愈的皮肤病。家里情况本
就捉襟见肘，朗爸认为症状轻微，
不疼不痒，又在外人看不见的地
方，不用治疗就行。朗妈呢，害怕
发展厉害了，影响孩子以后找工作
找对象，坚持要治疗。于是朗妈自
己领着孩子三番五次到大医院求

治，口服药外用药，天天用。就这样，
两年多花进去一两万元。症状没发
展，也没有明显的好转。上初三后，
朗儿学习时间更加紧张，朗妈就没
再继续领她到大医院看，可仍然坚
持买药，嘱咐朗儿天天坚持服药。

“这些药天天抹根本就不管
用。咱家明明还有存折，你也不舍
得继续给我看。要是厉害了，长得
别 人 都 知 道 了 ， 你 说 我 怎 么 活
啊？”朗妈说，看到女儿在信中这
样写，自己已经哭了好几回了。
“给人当妈，怎么这么难啊？”

“她还说，自己喜欢一个男
生，这个男生开始喜欢她，现在也
不喜欢她了。”朗妈说，女儿在信
中最后说，自己没有爸爸，妈妈也
舍不得给自己看病，没有人喜欢自
己，这一年来几乎都没有好好学
习，所以今年不想参加中考了，省
得考得太少，上高中还得拿好多
钱，自己打算去复读，明年再考。

“这可怎么办呢？”朗妈觉得
自己一直在努力维护孩子，不计钱
不计时间，可是女儿却早恋、不想
考试。看了信后，朗妈自己到学校
去找朗儿，对她说，只要你考，无
论考什么样，妈妈都不会埋怨你；
再就是你爸爸不是不爱你，只是不
会表达他的爱，他长年在外拼死拼

活，都是为了这个家；还有，不是
家里有钱不舍得给你看病，而是你
学习太紧张了，现在病情没有什么
发展，等有发展了马上就去看。

“我说得口干舌燥，一把鼻涕一
把泪的。她只低着头，到最后，只说
了一句，‘还是不想考’。”朗妈说，
“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让她参加考
试？再就是她这样想法，我们当大
人的，该怎么去改变呢？”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

针对朗儿及朗妈的问题，记者
请教了山东行知青少年发展研究中

心培训部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刘
冬燕。

刘冬燕说，朗儿如今出现的问
题，其实跟家庭以及父母的教育方
式有很大的关系。解决问题的办
法，不在朗儿本身，而在于整个家
庭。

首先，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渴
望得到爱却又偏偏都不会表达爱，
郎儿也没有在这个家中感受到爱。
爷爷奶奶常年争吵，父亲在跟女儿
的交流中从来没有好脸色，更没有
心平气和地交流过。而妈妈看起来
很关心孩子，却也没有及时了解和
关注到青春期女儿的心理需求。

其次，父爱的缺失。正如孩子
所说：一直以来，自己只有妈妈没
有爸爸，即使妈妈，也不是全心全
意地爱自己。在朗儿成长的过程中
父亲是一直缺位的，而父亲在女儿
的成长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心理学家却指出，尽管母亲在
生活层面上更多地影响了女儿，父
亲却会对女儿的性格和一生的幸福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女孩小
时候跟爸爸的关系特别好，也就是
说，她对爸爸在早年就形成了一种
依恋，那么在长大的过程中，她很
可能与爸爸无话不谈，有什么想法

都会与爸爸分享，爸爸也完全能够
理解她。而作为父亲，如果在5岁
前没有与孩子形成这种亲密感或安
全感、信赖感的话，父亲往往会在
一个所谓正确教导孩子的面具下，
把孩子推得很远。孩子感觉不到父
亲爱她的那份亲密感，彼此有距
离、有防御，缺乏信任。就会向外
寻求关爱，到了青春期就容易早
恋。而早恋，可能是朗儿得到友情
或关怀的一个途径，很像是对自己
做治疗，她通过找男朋友，其实是
她没办法与爸爸妈妈交流的痛苦或
压力，需要有一个人去向他宣泄。
那么，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补偿爸爸

妈妈的部分功能。
而父亲又何尝不是一个受害

者，朗爸从小就在父母的呵斥、棍
棒下长大，也没有体验到过来自父
母的爱，因此自然也不会表达对女
儿的爱。

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但中国
人往往羞于把“爱”挂在嘴边。心
理学却指出，真诚、适度的赞美与
肯定能助人发挥潜能，一种行为得
到鼓励就会不断重复，这样的重复
会带来增强的效果。如果我们想让
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加亲密，就一定
要学习去表达对另一方的欣赏、肯
定 与 感 激 ， 要 学 会 表 达 “ 我 爱
你” ! 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孩子内
心就会充满能量，在遇到苦难和挫
折的时候才会从父母那里寻求支
持，才有能力去面对。

目前朗儿父母，尤其是父亲，
要主动了解与把握女儿内心的感
受，从生活上、情感上多加关心。
如果觉得仍不习惯沟通，觉得面对
面还开不了口，也可以学习用书信
的方法，把对朗儿的爱写下来，慢
慢适应了就敢开口了。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但有爱，就有希望之
火。让家中的爱流动起来，温暖彼
此，孩子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扎家教实例解析

一个被家庭俘虏的女孩

看到这个题目，我感到这是一
个完全不相矛盾的观点。孩子生活
在集体当中，分数这个概念从小学
一年级开始已经成为在团体中衡
量孩子学习情况的重要标尺。说孩
子们对于高分数的需求和向往是
不言而喻的，分数还会影响到孩
子在集体中的威信。每个父母对
于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如果孩
子们因为分数而在学校集体生活
上受到影响，那么无疑分数也会
成为父母关注的重点，爱分数也
就顺理成章了。

高分数对于孩子是一种认可
和鼓励，对于父母也是一种安慰
和回报。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利
用好分数这个标尺，帮助孩子更
加主动地去学习呢？

考试是获取分数的唯一途
径，也是检验孩子阶段学习情况
的一种方法。分数是结果，那么
过程又是什么呢？在这个学习过
程中哪些是影响孩子分数的重要
因素呢？我觉得主要来源于三个
方面：上课听讲，家庭作业，读
有益的课外书。这三个方面使得
孩子在分数上产生了差异。比如
有的孩子一直习惯于上课认真听
讲，会听讲。而有的则不然，选
择性地听讲或者是不听讲。对于
家庭作业的认知和态度也有差

异，有的孩子是用预习或者复习
的主动心态去完成家庭作业，有
的是用应付家庭作业的态度去完
成，有的需要父母盯着才能完
成，有的干脆是不完成。另外还
有一个影响分数差异的方面就是
课外书，孩子们是否会在课余时
间多读有益的课外书对于分数也
是会有影响的，随着年龄增长，
年级越高这种影响会增大。

之所以罗嗦这么多关于对分
数的理解，主要是希望我们作为
家长应该认识到，分数不仅仅是对
孩子一个人的考核和反映，也能反
映出作为父母的我们的问题和责
任。我们是否了解孩子在这学习方
面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没有及时
地发现孩子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及时纠正孩子，以身作则地去影响
孩子，使孩子不断提升自我学习能
力？

如果我们爱孩子也爱分数，
那么就让我们为孩子多付出些时
间，多了解孩子们需要我们哪些
帮助，给孩子最真挚最有力的支
持，让孩子们不再为分数困扰，
而是正确地去认识分数背后的问
题，提升孩子对自己的管理能
力，这才是分数最有意义的地
方。

(李伟)

爱孩子还是爱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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