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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读东西就哭

平原春天：我儿子三岁半多
了，刚上幼儿园。上周五放学的时
候，老师给我说他上课的时候不跟
着老师读，所以老师就给了我一张
他们一周学的试卷，上面有儿歌、
古诗，1-5的数字。老师让我们回

来给他读读，也让他跟着读，周末
这两天教给他读，但他不愿意读，老
是哭，他也不是不会，就是不愿读。

我儿子说话挺晚，最近这一两
个月才说话多一些。客观说，老师教
一句话如果字数多，他确实读不上
来，可是在家教他，一个字、两个字
这样教，他也能读上来，可是教的过

程，他一边哭一边读。我想，这对他
确实有点难。所以想请教您，我是让
他回来继续读，还是不管啊？还是想
个什么办法让他愿意读啊？

答：无论孩子，还是大人，做
一件事如果能从中体会到乐趣和成
就感，他下次就会愿意做；如果这
件事让他体会到挫败和否定，甚至
是指责，那么，下次他就不会再愿
意做这件事。建议您，教儿子的时
候，只要他读，就夸奖他，或者伸
大拇指，或者抱他，或者亲他；不
读，也别批评他。老师给的任务，
读多少算多少。最重要的是，让孩

子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让孩子觉得
你们都疼他，爱他。如果因为不
读，因为读得不对，因为读不完，
打孩子，骂孩子，那么，孩子就会
越来越不愿意读，甚至再不张嘴说
话。别跟其他孩子比，只把他和自
己比，有进步，就为孩子高兴。

平原春天：嗯，知道了。上学
这段时间确实能感觉到他的进步，
他这个不跟着老师读怎么办呢？

答：如果老师再跟你说，就给
老师道歉。说自己以前对孩子关心
不够，正在赶，请他多照顾、包涵
孩子。说一切都是我和他爸的错，

保证孩子会越来越好。
实际上，也是你和孩子爸爸得

负主要责任。别着急！带着孩子慢
慢补，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孩子，
看到进步马上肯定、表扬；孩子不
读，也不要逼孩子——— 逼得急了，
他有可能就不再去上幼儿园。

解答：本报记者 魏新美

好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本
互动来自农村大众报做好父母群。
加微信w13953172903并注明“农村
大众报读者”提供基本资料后可申
请入群。

父爱，母爱，家。古今中外，
不知道有多少美好的词汇，在讴歌
父母的爱、家庭的温暖。然而，现
实中，有不少父母在给予孩子爱的
同时，也给了孩子伤害。这伤害，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被岁月抚
平，有的却恶化成虫，咬虐着孩子
的内心。因环境所限，这些孩子不
能或不想向周围人倾诉，选择了求
助公益热线。记者有幸在节假日期
间，坐在电话这端，倾听他们曾承
受的伤痛、正在忍受的折磨及发自
心底的呐喊。为了更多孩子的健康
成长，为了警示更多的父母，特整
理成文，分享给大家。惟愿已经做
了父母的人，能从来电者身上，觉
察并调整自身。

你的陪伴，对我为时已晚
——— 躲在厕所里打来的电话

一个周六的上午，10点多钟，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孩的哭泣。在哭
泣声中，电话挂断。大约过了5分
钟，电话再次响起，仍是同一个女
孩。她边哭边说，自己正读高二，
同学们都在上课，自己躲在学校厕
所里打的电话。

高二，正是高中最关键的阶
段，但女孩听不下课去，她觉得爸
爸妈妈不理解自己，还伤害自己，
老师同学都忙着上课学习，自己有
话根本无人能听。

在女孩的记忆里，从幼儿园
起，就没有人和自己一起玩，没有
好朋友，爸爸妈妈也特别忙，没空
陪自己。好不容易爸爸妈妈都在
家，两个人却经常吵架，女孩不敢
劝，只能躲在自己房间里哭。上小
学的时候，女孩英语成绩特别不
好，妈妈就打她，罚她跪在门口
背。她发着狠学英语，到初中时，
英语成绩经常全年级考第一。那时
候，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竭尽所
能地对男孩好，男孩接受了这份
好，但同时不止一次说她“长得
丑”，甚至班里另外的同学也笑话
她长得胖、长得丑。在这样的嘲笑
中，女孩仍然考取了当地县一中。
进入高一后，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
事情，女孩渐渐发现，自己沉不下
心来学习了，控制不住自己老想以
前的事情：自己的孤独、父母的争
吵、母亲的惩罚、同学的嘲笑……
成绩一落千丈，父母着了急，先到
了普通门诊，又到了精神科门
诊——— 她被诊断为双相心境障碍。

休学，治疗，在医生的帮助
下，爸爸妈妈意识到曾经对女儿的
伤害，妈妈甚至专门请假在家陪伴
女儿。“我小的时候她不陪我，现
在我已经不需要了。”女孩说。

休学三四个月后，再度返回学
校，女孩想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
一切重新开始。然而，还是控制不
住地想。“我特别想好好学习，但
我做不到。”女孩想再去医院检
查，看是否需要吃药，但爸爸担心

药物的副作用，不让她再吃药。
“我能健康地活着已经很不容易
了，但她们永远觉得我还能更
好……”

“铃铃铃……”电话里传来远
远的铃声。在叙述中，女孩不知什
么时候止住了哭声。记者感谢她的
信任，简要地谈了自己的感受。女
孩郑重地连说两声“谢谢”后，挂
断电话。

记者感言
当一个弱小的生命呱呱坠地来

到人间，除了吃喝拉撒，它最需要
的就是陪伴。在生命的最初几年，
尤其是前三年，妈妈无论多忙多
累，都必须抽出时间给孩子高质量
的陪伴。用陪伴，建立起孩子对这
个世界的安全感，进而为孩子性格
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石。这个女孩，
记忆中的孤独，为她的性格发展打
上了浓重的阴影，记事后，爸妈的
争吵，让她惶惶如处覆巢。更可怕
的是，妈妈为了督促她学习，打
骂、罚跪，完全弃她的自尊而不
顾。在家里得不到温暖，青春萌动
的她，企图寻求异性温暖的怀抱，
然而，青涩同龄的男孩也同样面临
爱的匮乏……这一切伤害累积发
酵，女孩再也无法安守书桌，不得
不走向医院。这时候，父母再来陪
伴，一切都为时已晚。

该上高三了却不去上学
——— 不良互动让孩子恐惧考试

“老师，你说，开学就高三
了，孩子不想去上学怎么办？”9

月1日，星期六，是许多学校开学
的日子，一个来自南方的中年女
性，诉说起自己的烦恼。

初中时，女儿的成绩还算不
错，上高中后，女儿一直排斥这个
学校，不喜欢和同学交往，也不听
老师的话，为此，老师找了家长好
几次，要求家长“好好管孩子”。

暑假里，她给女儿找了补习班，女
儿也不去，自己在家刷题，基本没
出去找同学和朋友玩。重要的是，
在妈妈眼里，女儿“老写一些乱七
八糟的东西——— 小说”，并且后半
夜老是起来，好像睡不好的样子。
为了防止女儿夜里上网玩手机，她
每天晚上都把女儿的手机放在客厅
里。好在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女
儿除了化学都完成了。但是，临近

开学，女儿白天睡觉越来越多，昨
天（8月31日）就说了今天不去上
学。今早，她和孩子的爸爸万般劝
说，女儿才吐出一句话，“等想通
了再去”。中年女性说，只要女儿
上学就行，无论最后考什么样的大
学，都不会怪她。“老师，你给劝
劝吧！”这位妈妈说。

接下来，隐隐听到中年女性一
阵儿低声劝说，两三分钟后，话筒
里传出一个低低弱弱女孩的声音，
“我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害怕考
试。”女孩子说，每次看到自己的
考试成绩，爸妈都是千篇一律一句
话，“你不是说努力吗？怎么还是
没考好？”父母面对成绩的指责，
渐渐变成了一个大石头，压在她的
身上，让她难受得喘不过气来，晚
上难以入睡，每夜都醒来好多次。
“我不去上学，也就不用考试
了。”不等这端做任何反应，女孩
在那端已经挂了电话。

记者感言
每个上学的孩子，都想学好，

都想考个好成绩。对这点，所有的
父母都应坚信不疑，并且及时给予
鼓励和支持。这个女孩，不想去上
学的直接原因是“不愿考试”，这
与其自身气质类型有关——— 粘液质
和抑郁质的学生面对考试容易出现
焦虑过高的情况，特别是抑郁气质
类型、不够自信的学生，面对考试
与其他学生比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考试焦虑的产生也与父母不当的

期望、评价密切相关。当父母对孩
子的学习成绩期望过高、把考试分
数高低当成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尺，
孩子学习动机和成就感过强时，学
习成绩往往事与愿违，达不到预期
目标。成绩的不如意，会让孩子的
自信心会深受打击；如果父母再批
评、指责孩子，那无异于伤口撒
盐、落井下石。电话中的女孩，也
就是在一次次被“落井下石”的体

验中，感受到父母的冷漠无情，对
自己失去了信心，对上学望而生
畏。

万幸的是，女孩暑假期间并未
放弃学习，除了化学其他作业都已
完成。作为女孩的母亲，这时，首
先要接纳女儿的现状，不论女儿是
否去上学，都要尊重其选择：如果
女儿能打起勇气再次走进学校，父
母再也不能因为成绩批评、斥责
她；如果女儿不去上学，那么就给
她一段时间舔舐内心的伤口。无论
女儿做出哪种选择，父母都最好能
找专业人员对她定期进行心理辅
导。因为，冰冻三尺，融化有一个
过程。

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 从英国硕士毕业的高材生

“我只有写遗书的时候，才会
感受到自己还活着。”电话那端的
小伙子，自述今年25岁，刚从英国
硕士毕业回到家——— 山东半岛的一
个县级市。“我不想死，我还想看
看天，看看地，想感受被风吹着的
感觉。”现在的他，因为概率非常
小的事儿经常焦虑得百爪挠心，所
以根本无法继承家业，为此常被家
族里的人指责“无所事事”。好
在，他有比较理解自己的父母———
理解自己和疾病进行抗争的坚持和
努力。

然而，对过去的父母，他仍心
存芥蒂，“如果不那么早让我出国
上学就好了。”小伙子平静地说，

好似在说着别人的事情。父母为了
他有个好前程，有个光鲜亮丽的履
历，把十二三岁的他送到国外。
“只有孤独和压力，没有朋友，没
有娱乐。”小伙子说，压力实在无
法释放的时候，就禁不住诱惑，去
尝试性，通过性的刺激保持心理的
平衡。两三年前，小伙子被诊断为
抑郁症，边治疗边断断续续攻读学
位；半年前，小伙子的一个同在攻
读硕士学位的好朋友猝死国外，两
三个月前另一个好朋友在家自杀，
接连的打击让他找不到活着的兴
趣。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我害
怕父母因为我自杀活不下去，曾想
通过什么办法留下个孩子，让他们
有活下去的希望。”现在，他状态
好时会陪着家人做饭、聊天，其他
时间都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陷在
对将来的担心中。

记者感言
小伙子说得波澜不惊，电话这

端记者已然潸然泪下——— 为他那颗
饱受疾病折磨却依然善良的心。中
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需要逐渐完成
对自我的认同，但学业的压力、评
价体系的单一，很容易让他们产生
焦虑情绪。如果自身不能把这些焦
虑释放掉，那么，父母的关爱、同
龄人的陪伴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惜
的是，电话中的小伙子，身处异乡
他国，犹如置身情感的荒漠，不能
从周围的人际关系中得到有效支
持，父母偶尔的慰藉亦远水不解近
渴。焦虑在他的心中不断累积，抑
郁情绪悄然发生，并且愈来愈重，
最终导致不得不借助药物勉强完成
学业，学成回国亦只能困居家中，
游离在正常人群之外。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报告，中国有超过5400万人患有抑
郁症，占总人口的4 . 2%。《全球
青少年健康》报告显示，在10至19

岁的青少年中，抑郁症是致病和致
残的主要原因。每一个做父母的
人，都应知道：孩子在校用心读书
是好事，但如果形成“唯成绩论”
的观念，则是天大的坏事！因为一
旦出现成绩滑坡，孩子很容易对自
我产生怀疑，在承受学校压力的同
时，家长如果也同时施压，孩子很
容易被焦虑情绪困扰。为此，父母
可以重视孩子成绩，但更应关注孩
子的心理健康和需求，如发现孩子
有抑郁情绪应立即引起重视，及时
进行疏导和排解，同时想法设法减
轻孩子的学习压力，给孩子安排丰
富多彩的生活。

因为，学习成绩再重要，也没
有心理健康重要。

一个学习成绩差、心理健康的
孩子，依然有可能拥有幸福的生
活、成功的人生；而一个学习成绩
好、心理不健康的孩子，则会成为
埋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炸弹。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永远不要把成绩当成孩子最重要的事儿
——— 电话那端的痛苦心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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