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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万一感染可以回国医治吗？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做客央视回应相关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多方
关注留学生安全。疫情当前，使馆
能够提供哪些帮助？留学生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3月19日，中国驻美
大使崔天凯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
回应留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

1 .是否建议留学生现在回

国，回国要注意什么？

崔天凯：留学生在做回国决定
时，有三方面因素要考虑：一是当
地最新疫情和最新采取的措施，遵
守当地实施的规章、制度；二是了
解国内对境外回去的人有何防控措
施，需要办理哪些手续；三是了解
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可以支持长
途旅行等。留学生是否现在回国，
要全面评估以上情况，做审慎、周
密、冷静的决定。如果遇到困难，
可以向使馆和总领馆反映，我们一
定会协助大家。

2 .在美留学生若检测呈阳

性，是否要向使馆报备？

崔天凯：如果发现留学生检测
呈阳性，可以马上和使馆、总领馆

联系，同时到当地医院诊治。你越
早诊治，对恢复越有利，对保护其
他同学也更有利。

3 .如果病情严重，是否可

以回国医治？

崔天凯：如果病情比较严重，
要首先考虑是否有长途旅行的能力
和条件，旅行会不会加重病情等问
题。如果有同学不幸确诊，第一要
务是立即就诊。根据钟南山院士的

建议，越早治疗越好。怎么做对患
病的同学有利，我们就怎么做。对
于长途旅行，患病同学能不能吃得
消、能不能扛得住，这要听医护人
员的专业判断。

4 .遇到学校强制关闭宿

舍，该怎么办？

崔天凯：如果同学碰到类似情
况，可以跟使馆、总领馆联系，我
们会和校方反映你们的需求和困

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
学校都是通情达理的。

5 .如果非华裔室友防范意

识不强，如何与他们沟通？

崔天凯：为了大家的健康，如
果你的室友或同学的生活习惯、
文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用说
理的方式，用他的文化能接受的
形式，尽量劝说他听从世界卫生
组织等专业机构的建议，提高防
范意识。

6 .如果美国疫情进一步发

展，国家会否撤侨？

崔天凯：下一步疫情会怎样，
我们和国内也在观察。目前在美有
上百万中国公民，撤侨是一个很大
的工程，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
情。至于会否给留学生提供防疫物
资，大使馆和五个总领馆正和国内
积极联系。一旦有最新消息，会及
时向同学们公布。

7 .中国学生面临歧视或安

全问题，该怎么办？

崔天凯：美国拥有3亿多人，
我相信同学们在美接触的绝大多
数美国民众都比较友善。

对于病毒命名，世界卫生组
织 不 允 许 跟 任 何 一 个 地 方 、 国
家、民族、群体，甚至不允许跟
任何一个动物挂钩，防止污名化。
我相信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是正确
的，我们都应遵守。

若中国留学生遭到歧视或面临
安全问题，及时和使领馆联系，我
们一定会保护大家。同时，一些排
外甚至种族歧视的言行，也不是美
国社会主流所允许的，大家第一时
间可以就近求助美国警方，也可以
跟学校反映。

在直播的最后，崔天凯大使表
示，无论美国疫情形势如何发展，
不管今后疫情发生什么情况，形势
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要同学们在，
只要中国同胞还在，大使馆不会撤
退，我不会离开。我们一定会坚守
岗位，和大家共克时艰，一起迎接
最后的胜利。

(来源：央视新闻)

防控疫情宅家的日子里，家长
和孩子的相处，成了一部写实的生
活画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暴风
骤雨，时而阳光灿烂，时而乌云密
布……像极了一首旋律起伏的曲
子，让生活的味道格外丰富。

看着埋头学习的孩子，你可曾
想过这个问题：多久没抱过孩子
了？

前不久，济南市钢城区万祥小
学王晓云老师在班级微信群里，向
家长发起了一个倡议：抱抱孩子！
没想到，这个倡议得到了家长的热
情配合和纷纷响应。

抱抱孩子！可是突然间，家长
发现：想轻松抱起孩子，已经很困
难了。再一想：已经有很多年没抱
过孩子了。这一切，让家长觉得一
怔：孩子长大了。用王晓云老师的
话说，再不抱就抱不动了！

还记得小时候骑在爸爸脖子上
的场景吗？

还记得小时候你哭了，妈妈抱
着你边走边安慰你时的情景吗？

是啊，孩子长大了，妈妈抱不
动了，爸爸也抱不动了。当初那个
小不点，现在已经高过了父母的额
头，就连和爸爸妈妈一块逛街都已
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学生说，好多家长多次试图抱
起自己都没能如愿，在一家人哈哈
的笑声里，有的爸爸流了泪，有的
妈妈湿了眼角。

学生说，有你们在，我们永远
是个孩子；有我们在，你们永远都
不会老去。

可现实是，你在长大，父母在
变老。

时间真的没有任何声响，就带
走了大把的岁月。一直还觉得他们
只是个孩子，但现在，已经抱不动
了，甚至，已经不让抱了。

成长不易，父子母女一路相伴
是一种缘分。珍惜这段一起走过的
日子，即使在最困难的疫情面前。
相守走过，那种陪伴和依靠，是一
辈子最温暖的财富。

(来源：山东教育发布)

“不买我就不起来！”
“5岁女孩撒泼打滚要玩具，

父亲原地看3个小时不制止，如果
你是家长有什么更好的教育方
式？”

这是前段时间知乎上一个热
门讨论的话题。话题中的场景非
常熟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几乎每一位父母都曾被孩子的哭
闹“要挟”过。

而父母对此的反应无非这几
种：第一种冷处理，一言不发，
随孩子闹；第二种抛弃威胁，直
接走掉：你呆着吧，我走了！第
三种就是妥协，心软地做出退
让。

以上这几种方法，针对不同
的孩子，在不同的场合下，可能
起到一点作用，但事实上，每一
种方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冷处理不是忽视

冷处理的方式一般是视而不
见，不和孩子讲话，不回应孩
子。

以前看过一则新闻，有个孩
子哭了一个多小时，妈妈站在几
米外，一动不动盯了一个多小
时，最后孩子哭累了，乖乖跟妈
妈回家了。

许多父母都很赞同这位妈妈
的做法，孩子哭，先别理他，哭
一会他就停了。但事实是，这种
漠视会让孩子觉得：我的感受一
点都不重要。

冷处理不是忽视，父母在用
这个方法的时候，最好是要陪在
孩子身边，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而不是冷漠地站在一边，甚至一
脸怒气，暗自和孩子较劲，这样
冷处理慢慢就变成了冷暴力。

精神分析学派中有一句名
言 ： “ 无 回 应 之 地 ， 即 是 绝
境”。

在《被忽视的孩子》一书中
也提到：“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
家长都有过让孩子失望的教育失
误。但真正有害的，是父母对孩

子的情感忽视，对孩子情感需求
一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经常忽视孩子的哭声，这对
孩子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用抛弃当威胁

对孩子来说，最残忍的一句
话是：妈妈不要你了。可我们做
父母的，却总是拿孩子最害怕的
事情，反过来去威胁孩子。

在超市和商场，经常看到有
的孩子闹，大人把孩子手一拍，
走开，不理他。当孩子发现大人
不见了，歇斯底里地找爸爸妈
妈。这个方法见效非常快，孩子
追上之后，失去妈妈的恐惧早就
盖过了对玩具的渴望。

整个过程中，孩子学不会任
何道理规则，反而陷入不安和恐
惧中。次数多了，孩子的安全感
已经被破坏，他们会更加黏父
母，去幼儿园担心爸爸妈妈不来
接，在外面玩一会就回过头来看
妈妈在不在。

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事，都不
该拿一些可怕的话来吓唬孩子，给
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妥协要有底线

当孩子用哭闹要挟你，妥协
也是下下策，孩子一旦尝到这个
方法的甜头，会格外地寻求外界
的关注。

“你不让我吃冰激凌，我就
不写作业了！”

“你不给我玩手机，我就不
吃饭了。”

“你不答应我，我就离家出
走！”

第一次是试探，后面就变成
了真正的讨价还价，要挟的筹码
也越来越大。一开始是哭闹、打
滚、发脾气，后面可能升级成绝
食、离家出走、伤害自己，直到
你满足他为止。

这几年，孩子动不动就拿生
命威胁父母的事件屡见不鲜：

一名17岁少年因沉迷游戏与
父母起了争执，一气之下竟以跳
河要挟父母，救起来时已无生命
迹象。

一名12岁男孩为逼父母给他
买手机，爬上近30米高压电塔。

东北有个小男孩边哭边跟母
亲撂下狠话：“妈，我今儿就把
话撂这儿了，你要是敢生二胎，
我就敢死！”

你会发现，父母越没底线，
越容易让步，孩子就越得寸进
尺。

而当你守住自己的底线，你
也会慢慢地得到孩子的尊重，他
就不会再缠着你、威胁你、和你
谈条件。

“四个不要做”

李玫瑾教授曾在谈及如何对
待哭闹的孩子时提出了“四个不
要做”：不打孩子，孩子是弱势
人群，不能打；不骂孩子，不论
是父亲还是母亲，骂孩子只会给
孩子一个不好的观念；不说教，
孩子这时候正处在一个情绪化的
状态，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不走
开，孩子表达情绪的对象是你，
所以家长得坐在他们跟前看着。

面对孩子的哭闹，父母要做
的，不是把孩子训练成一个不会
哭的孩子，更不是要冷眼旁观，
消极以对。孩子的每一次哭闹，
都是在呼唤父母的爱和帮助，我
们要解决的不是孩子的哭声，而
是哭声背后的需求。

那么当孩子用哭闹要挟你，
怎么做效果更好？

第一步，陪在他身边，告诉
他：我知道你很委屈，想哭就哭
吧，爸爸妈妈会陪着你。

积极的回应是为了让孩子知
道，爸爸妈妈懂你的委屈，当孩
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会更愿
意听你的想法。

第二步，等孩子冷静下来，
再进行沟通和引导。要针对孩子
出现的不正确行为，客观陈述事
实。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很爱
你，只不过你的要求不合理，爸
爸妈妈不能满足你。

第三步，教孩子正确表达情
绪。

小孩通过哭闹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这几乎是一种本能。但随
着孩子长大，他们需要更加理智
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

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应该
怎么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
这些事是需要父母去教孩子的。

(钱志亮)

当孩子用哭闹要挟，家长该怎么办
你有多久没抱过

自己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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