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许多家长让孩子报名参加一连串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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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锁定：

!!月 ""日至 "#日，第二
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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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石油“太阳王”
法庭撒谎毁前程

英军少校接“烂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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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点名抵制
“性感”儿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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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流行理论“拔苗助长”美国社会出现“育儿危机”

文 $ 陈济朋

家长赶时髦：“慢性压力”拖垮孩子
望子成龙事与愿违
罗伊斯夫妇对儿子德温·罗伊

斯的教育丝毫不曾马虎，早早就念
书给他听，还给他播放名为《小小爱
因斯坦》的幼教音像制品，早在德温
!岁时，就着手培养他的电脑技能，
后来又把他送入当地好学校就读。
总之，几乎一切都按照流行的“正确
方法”实施，他们期望这样能帮助儿
子未来取得“成功”。
但到了一年级，德温的表现却

连差强人意也算不上。孩子不能集
中注意力学习。到 "岁时，德温再次
出现尿床现象，并开始缺课。

这是古里安新书中的案例之
一。实际上，许多美国家长在跟着各
种最新流行的育儿理论走，匆忙赶
场参加培训班的孩子也不罕见。但
压力过大导致一些孩子感到焦虑，
心理及行为叛逆甚至反常，这让父
母感到无所适从。

卡拉·詹姆斯也是一名曾求助
于古里安的家长。她说，她的 !个孩
子中，#$岁的女儿凯蒂不与她说话，
#%岁的儿子安迪则沉溺于电子游
戏。卡拉说：“我知道，并不只是我和
我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本质上
都是好孩子，而我们的家庭也都是好
家庭，但就是有点问题。我们的压力
太大了！孩子们也一样。”

斯托尔夫妇也带着女儿苏珊·
斯托尔向古里安求助。这名年仅 #"

岁的少女脸上有明显的黑眼圈，因
为她很忙，平均每天只能睡 $小时，
而即便这 $小时的睡眠也无法保证
质量，有时中间醒好几次。苏珊还颇
为自豪：她睡眠时间短，却一样学习
生活。不过她并不健康。

压力过大有害身心
古里安参与创办的古里安研究

所是一家培训机构，专门教授家长
及老师如何抚育孩子。古里安根据
自己 %&年的育儿培训和研究经历
断言：“我认为这些孩子正在遭受
‘慢性压力’。”

如果孩子压力过大，导致身体、
心理上或人际关系中出现一些异常
表征，那就应该注意了。

身体上的不适包括睡眠紊乱、
体重异常、有疲倦感、哮喘或气短、
细菌感染增多、严重的头痛或其他
紧张性头痛。心理上的不适包括焦
虑、抑郁、情绪低落、无法集中精神、
没有动力、动辄反应过火，以及其他
一些可能因压力而加重的情绪紊
乱。人际关系可能遭受的影响主要
表现为性格孤僻、容易与人发生争
论和冲突、一些令人不快的做法增
加、与他人疏远、攻击性或暴力倾向
趋于增强等。如果上述表征持续一
年以上，就可以判定这种压力为“慢
性压力”。

统计数据触目惊心
古里安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结果

表明，在 #'$(名接受调查的父母或
照看孩子的人中，有三分之二感觉
愧为父母，经常担心孩子受到伤害。
在此之前，一些专家已经意识

到许多家长在养育子女方面的压力
越来越大，并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
甚至有人把这种压力称为“育儿方
面一种悄无声息的危机”。曾就职于
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精神卫生
研究所的史蒂文·海曼最近也指出，
美国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岌岌可
危，已经危及高校的“核心使命”。
古里安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更加

触目惊心。美国儿童的抑郁病例数
在最近数年间呈几何级数增长。从
#(($年至 %&&%年，因抑郁就医的 )

至 #)岁青少年人数从 #**万增至
!%%万，其中女孩占绝大多数。而服
用抗抑郁药物或类似药物的 "岁以
下女童已经超过 #&&万。

此外，超过 )&&万美国女孩受
饮食紊乱症困扰，生活压力过大是重
要因素之一。每年有近 %&&万美国女
孩因情绪异常而企图用刀或其他锐
器自残。
从睡眠来看，美国少男少女平

均每天睡觉时间比他们健康成长所
需的睡眠时间短 #至 %小时。他们
超重的比例已接近二分之一，肥胖
比例达五分之一。美国儿科肥胖症
专家菲利普·托马斯担心地说：“这
将是预期寿命短于他们的父母辈的
第一代人。”

如果除去上述统计数字重叠部
分，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未成年人存
在某种心理或身体上的严重失调。

社会造就流行模式
如何让孩子免受“慢性压力”困扰

呢？古里安说，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存
在及其根源。
得克萨斯州一位老人说，她在教

堂的同伴有个 #&岁的儿子，经常马不
停蹄地赶着去学校上课，参加篮球训
练，还要参加教堂组织的活动，外加家
庭作业和家教上课。“这孩子需要的是
在后院里呆一会儿！家长不能要他报
名参加所有这些活动。”
古里安把这叫做“社会流行育儿

模式”，其主要特征是：由于社会大环
境，人们会被动地盲从一些“想当然应
该能把孩子培养成成功者”的教育理
念，但这种向孩子施压的做法往往与
其天性背道而驰。
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我们的家

庭会日渐失去安全感和成功感。以下
问题可以帮你反思自己是否陷入这种
社会体系的漩涡中：
———我是不是忽略了自己作为父

母的本能，认为其他人都比我知道得
多，比如书籍和报刊上作品的作者、家
里其他人、朋友或邻居？
———我是不是更愿意去研究各种

不断变化的育儿理论，而不是自己从
孩子那里去查找问题，寻找答案？
———我是不是经常计算孩子的努

力与让他成功的标准相比差了多少，
是否经常这样想或这样说：“除非你现

在就加紧点，否则你不会成功？ ”
———我是不是以更高的期望值向

老师、学校及孩子施加压力？
———就抚养子女而言，我是不是

感觉独木难支，压力巨大？
古里安说，他本人也曾经历其中

一些困扰。在当前社会环境中，衡量一
个家庭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
这个家庭的孩子在等级社会竞争中表
现如何。

家长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
经常关注教育子女的“最佳方法”，而
且往往迫不及待地“拔苗助长”，根据
“时髦理念”打造孩子的“成功者素
质”。这样，社会对成功者期望的标准
多有雷同，但与个性化的人之间却不
合拍，从而造成压力，让人感到焦虑。

抵制“时髦”顺应天性
古里安的建议是：抵制各种“时

髦”的育儿理念，了解孩子的天性，因
材施教。
比如类似《小小爱因斯坦》的幼教

音像制品最近非常“流行”，但你用不
着急着赶时髦，因为最新的研究表明，
这些幼教音像制品的效果未必就像商
家宣传的那样“神”。
随着社会进步，科学研究在飞速

发展，“时髦”的育儿理念越来越多，都
说自己的有理，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也
许某一天我们从出版物上读到：父母
对孩子的影响不大，对孩子影响大的
是你的朋友。第二天我们或许又会被
告知：经常与孩子进行感情交流是为
人父母者影响孩子的最佳办法。
古里安说：现在是父母行动起来，

对育儿流行理念进行一次“革命”的时
候了。他建议父母花点时间分析孩子
的天性，包括优点和弱点，然后根据分
析结论因材施教。
北卡罗来纳州一位母亲说：“开始

关注我两个孩子的实际优点和弱点
后，我和家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一种平
和感。我和丈夫甚至让孩子换了学校。
我们采用的方式、（与孩子的）关系都
真正能让我们爱孩子。”

来自圣何塞的一名父亲艾伦说：
“对我来说，关键是知道我的女儿们是
谁……我开始明白该如何鼓励她们，
帮助她们取得成功。告诉你吧，这感觉
真好。”

在一些家庭中$ 父母很爱

孩子$ 但是孩子却感觉压力过
大$不堪承受&你的家庭中是不
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在忙碌的

现代生活中$ 如果你感觉身边
的一切节奏似乎都在加快$甚
至太快了&那么你应该静下来$

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孩子的生活日程是
否安排过满' 我有没有整天带

着孩子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
地方$上课+参加排练+测试或
社会活动' 如果是$为什么'

***这种追赶其他孩子和
家长的"疯狂,努力是否正对我
的孩子造成伤害'如果是$我是
不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又感觉无能为力'

***我的孩子是否确实与
传统期望-格格不入,$让老师+

医生或其他专家感到迷茫' 我
的孩子是否的确"与众不同,'

***我的孩子是不是正因

行为异常接受药物治疗$ 而且
离开药物就无法平静下来或正
常生活'或者$医生最近是否建

议我的孩子服用这样的药物$

但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的孩
子并不需使用这种药物'

***我的女儿是不是 !"

多岁就开始有点问题$ 看上去
"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儿子是不是 !"

多岁就开始以危险的方式表现
出叛逆'

***孩子能否升入最好的
高校让我感到担忧$有压力$我
是不是因此为他安排了超负荷

的生活日程'

***我的孩子是不是正沉
迷于电脑+电子游戏+电视+手
机+短信聊天+博客或其他"电

子瘾品,'

***我的孩子是不是颇为
自负$ 这种自负感可能影响他

的成长$ 容易导致他感觉生活
没意义'

***作为父母$ 我是不是

经常有种愧对孩子的感觉'

当今许多家庭或孩子都面
临上述这些问题中的一项或数

项& 这些孩子在接受超负荷的
训练$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有些
孩子学会了社交或感情交流的

技能$性格上却产生缺陷.还有
些孩子一方面以粗暴的方式宣
泄沉重的成长压力$ 另一方面

却仍在继续追赶社会上最新出
现的竞争潮流/

孩子是否超负荷
家长先做自测题

许多美国家长跟
着社会上最新“流行”
的育儿理论、理念或
方式走，比如为孩子
购买幼教音像制品，
让孩子参加一连串的
训练班等。

美国社会学专家
迈克尔·古里安在最
近出版的新书《顺应
孩子的天性》中援引
一些案例，说明这样
“赶时髦”会造成“慢
性压力”，压垮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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