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的暴行（时光心语）

! ! ! !某相亲节目上来过的外国男嘉

宾!不止一位提到"#听说中国女孩子

脾气比较大$$%

这好像是一个事实&由于关心儿

童教育的原因!在校园'在家教论坛'

在周边现实生活中!我注意到#严父

慈母%的格局早已被改写!现在中国

家庭更多的局面是母亲凶悍!父亲相

对理性宽容&

脾气坏!爱吼叫发火!严厉刻板

$$这样的特质!在中国现代女性中

比例确实比较高& 这是为什么呢(

如我这般的新中国女性!是受着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教育长大的&中

国女性和男人们一起分担生计!养家

糊口!谋求升迁!争取社会地位$$

这使得中国女性社会化程度较高!她

们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角色!在

外面和男人一起打拼&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男主外

女主内%的思想依然大有市场!当男

人可以理所当然在家中当甩手掌柜

的时候!锅边灶台依然是女人的分内

事!女性在潜意识中亦觉得自己对家

庭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这样!中国女性承受着双份的压

力& 她们的责任感特别巨大!她们的

忧患意识特别深重&

而女性自身的生理特质!千百年

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使得有些妇女眼

界相对狭小!胸襟有欠开阔!如此承

受压力的能力就会比较差&

一个抗压性差的人!偏偏将大而

多的责任扛在肩上!久而久之!人性

就在压力之下扭曲变形&

与此同时!女性的巨大付出使得

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了与责任相

称的权利!有的演变成说一不二的极

权!严格控制着家庭的走向&因此!母

亲的品质在一个家庭中会被放到很

大!母亲的情绪左右着家庭气氛与生

活质量&

糟糕的是!一个长期处于压力中'

焦虑中的母亲!怎么可能是快乐的呢(

浙江发生过的徐姓少年弑母事

件! 那位母亲便是一位经济上窘迫'

工作上失意!

充满忧患与

焦虑的母亲&

为确保儿子

考上一本!她

全面控制儿

子的生活!精

确到最小的

细 节)))儿

子同学打电

话来也要先

由她接听'审

查! 儿子放学后打篮球亦不被允许&

家庭中早就没有欢愉二字!有的只是

母亲专制之下的冷战与对抗&

在中国!不快乐的妈妈很多& 那

些妈妈们在精神与肉体上对孩子们

有着双重的压制!她们遮盖了孩子生

长需要的阳光&

一个不快乐的妈妈足以令一个

家庭没有快乐可言&一个长期焦虑而

毫无自我觉察的妈妈会让孩子生活

在深刻的恐惧中!从而剥夺了孩子的

安全感' 自由的精神和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女性的焦虑所造成的后果!从

不惊天动地!却滴水穿石&所以!救救

孩子!或许应该从年轻女性的自我觉

知开始&

女性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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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孔雀
! ! ! !高考已成过去时，很多家长
松了口气，感觉肩上的担子就此
卸下。然而，高考不是终点，而是
起点。未来的职业生涯要如何规

划？这绝不是等到四年后，大学毕业找
工作时才考虑的问题。当孩子的人生
进入新阶段，家长们面前也有
了新任务———指导、参与孩子
的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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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紧迫意识，让很多父母
在孩子牙牙学语时，就开始筹划孩子的未来，在陪
伴孩子一路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完成高
考这一“人生大考”后，很多父母认为自己终于可以
解放了，终于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地陪伴孩子学习
了。事实上，不仅父母这么认为，很多孩子也把高考
作为一个终于到达的目标，好像未来会因为考上大
学就尽在把握。

美国著名学者舒伯是学界公认的生涯发展大
师。从他的生涯发展理论来看，高中毕业即将进入
大学的孩子，正处于职业生涯发展的探索阶段，这
也是为一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打基础的阶段。这个阶
段的主要任务是使孩子们的职业偏好逐渐具体化、
特定化，并逐步实现职业偏好。换而言之，这是一个

承上启下的阶段，是从一般化的选择开始进入特定
化选择的阶段。
廖丽娟解释说：“学生在之前 !"年的学习中，接

受的是基础教育，那 !"年的学习中，具体在为一生
的职业生涯发展准备什么，对于孩子自身而言，其实
并不那么清楚。所以，有很多高中阶段的学生会困惑
做那么多的习题除了应对考试好像没有别的用处，
很少有学生感觉到自己的学习是在为将来的职业生
涯发展打基础。大学的学习则截然不同。进入大学
后，学生们将开始正儿八经的专业学习，为自己将来
的职业生涯发展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以及可能的事
件探索。家长在这个过渡阶段引导孩子对未来所做
的准备和思考，往往会影响孩子接下来的大学四年，
甚至更长时间里面的专业积累和就业情况。”

结束高考，开始思考职业生涯规划问题
)

! ! ! !廖丽娟曾接触到不少这样的学生，他们
觉得考上大学就算是完成了人生的重要目
标，也算是对自己和家人有了交代了。于是，
在大学阶段，他们有的沉浸在网络游戏中，有
的沉浸在一些无聊的娱乐活动中，有的沉浸
在为打发时间的恋爱中……学习变得十分被
动，大学里的课程让他们感到迷茫甚至多余。
他们没有意识到，考上大学只是开始，是专业
发展和职业训练的开始。

在廖丽娟看来，这些孩子会这样，其实与
父母的教育有关，“父母一直在向自己的孩子
灌输，考大学是人生的目标，实现了就万事大
吉，实现了就意味着成功。”

但是从一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来看，大学
的专业学习只是实现职业生涯发展目标的
途径，肯定不是目标本身。而且，面对我们几
乎空白的高中之前的职业教育，大学恐怕只
是孩子们职业生涯发展、实现职业目标的开
始。

如果说之前父母对于孩子的关于“高考
就是目标”的教育存在着偏误，那么在孩子即
将进入大学，开始职业生涯发展的专业训练
和实践的时候，正是纠正先前的偏误的好时
机。相关的调查研究也显示，父母对孩子的教
育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最大。“重要的是父母能
够提供最新的信息帮助孩子探索当前劳动力

市场中的职业选择。”廖丽娟说。
在大学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

学生，他们忙着考证，可是，临到毕业，拿着厚
厚一摞证书，却不知道什么职业才是自己真
正想要从事的。廖丽娟提醒说：“如果学生在
开始大学的学习时，就有了职业生涯发展规
划和思考，明确自己为了实现职业生涯目标
需要积累什么经验，需要在大学期间学到什
么知识，需要锻炼什么能力……然后目标明
确地选择加入什么社团、选修什么课程、参加
哪些社会实践、考到什么样的职业资格证书
……那么，走出校园后，他会对自己的未来比
较明晰，不会迷茫。”

带着职业规划读大学，学习更主动
*

父母的参与会影响孩子未来的成就
+

! ! ! !孩子顺利通过高考，考上了大学，有了新
的角色———大学生，而父母们也有了新任务。
廖丽娟指出，父母可以从几个方面对孩子进行
职业生涯的引导。

!# 陪孩子一起对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规
划。进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
包括帮助孩子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兴趣、个
性和价值观，发展完整而适当的职业自我观
念。在对职业环境进行调查了解分析的基础
上，深入了解各种职业的需求趋势以及成功的
关键因素，确定自己的事业发展目标，并选择
实现这一事业目标的职业或岗位，编制相应的

工作、教育和培训行动计划，制定出基本措施，
高效行动，灵活调整，有效提升职业发展所需
的执行、决策和应变技能。
有的家长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的经验，也

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需要求助身边有资历的亲
朋好友。无论是哪种情况，家长要明白的是，最
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操作指导，而是一种有意识
的引领、参与和陪伴。

"#帮助孩子进行独立决策。心理学研究发
现，拥有自主选择权利的人，往往会对自己有
更多的分析和认识，也往往更有自由的感觉。
自己选择意味着能自己负责任。很多家长没有

让孩子拥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于是，当父母希
望孩子为这些选择负责任的时候，孩子往往会
说：“又不是我要做的选择，凭什么我要负责？”

$# 鼓励孩子参加一些兼职工作或者志愿
者活动。有些孩子进入大学之后，成绩是不错，
但是除了学到一些书本的知识，却没有积累到
专业的素养，走上职场后，往往会遇到很多的
不适应。家长在鼓励孩子在大学期间参加社会
活动或做兼职的时候，自己要和孩子一起了解
更全面更准确的职业环境信息，多一些可能的
实地调研，多一些相对权威数据的分析，尽量
避免道听途说和过于主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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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考生已经做好了打

算!高考后的这个暑假要好好

玩一玩!调查数据显示!家长

给孩子的首选安排是旅游!

#之前就跟孩子承诺过! 考完

试就带他去旅游& %暑期另一

个重要安排就是考驾照!家长

们认为! 考驾照宜早不宜迟!

另外!家长们还表示暑假期间

会让孩子多参加一些体育运

动&#暑假只玩不行!我想让孩

子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打工

赚钱就不错& %#我想让他打

工!就怕他不愿意去啊&%接受

调查时! 两位家长互相讨论

着!#让孩子出去打工!为的不

是赚钱!而是让他们知道父母

平时赚钱多么不容易& %一位

女士说& *来源 城市信报+

#事件回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