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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结海 实验心理学家!在国际"国内

权威心理学专业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影响

的论文!提出了多个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 ! ! !曲玉萍 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讲

师! 法国政府青年社会学精英学者!

!"#$国家科研中心客座研究员$

魔鬼心理实验室主持人

吴亦君 亦君工作室主任! 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互动博客%%&&'(

))*+,-./012.3,4.31)5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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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看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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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的 教 育

! ! ! !第六#网恋确实提高了差异性

为了了解网恋的差异性，有人对 !"#$对来
自英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夫妻进行调查，将
其中因为网络认识的夫妻和传统方式结识的夫
妻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通过网络认识的夫妻之间
在年龄、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远远大于传统方
式结识的夫妻。
尽管恋爱的基本法则依然是“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但是互联网的特性本身就是鼓励差异
性。该调查的作者们解释说，网恋之所以正在改
变“相似性”的恋爱法则，主要原因是互联网能够
把以前不同相遇的人带到一起。

第七#第一个信息最好短一些

怎样的信息才能获得较高的回复率呢？一个
婚介网站对 %$$$$$成员之间发出的信息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接受者只回复了 &$'的男人发给

女人的信息和 (%'的女人发给男人的信息。最
终引发一个对话的比例更低，只有 !$'的男人
发给女人的信息引起了对话，&$'的女人发给男
人的信息引发了对话。

三分之一的反馈率也得到了学术研究的支
持，不过部分原因是许多网恋账户是被遗弃不再
被人使用。有人发现长信息对提高男人的反应率
有一点点帮助，而对女人完全没有帮助。所以，不
要浪费你的时间写一篇论文，打个招呼然后让他
们去看你的自我描述。

第八#感情更够增加吸引力

一项关于网恋的研究发现，使用充满感情的
词汇———如太激动了、太棒了等———会给男性和
女性留下好的印象。这项研究也检验了自我暴露
的作用，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人们更喜欢相对低调
的自我暴露。

第九#网络对话后#!"#的人会见面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大部分人网络对话
的目的是见面。一项对 #%)位网恋者进行调查发
现，%*'在网络对话后的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后
会寻求面对面的约会。实际上，许多人把见面看
成是网络交流的最终阶段，见了面以后要确定的
是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像他（她）说的那样？如果
是，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发生化学反应？只有这个
阶段完成两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才开始。

第十#挑花了眼

尽管许多研究都谈到了网恋的优点和好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网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
项针对 *&!位网恋者的调查表明他们花在筛选
个人介绍、发送邮件上的时间 #倍于传统的网下
了解对象的时间。一部分原因是网络挑选对象类
似于网络购物，网络购物由于其庞大的商店“空
间”使部分网购者花费比传统购物方式更多的时
间挑选，总感觉下一个页面有更好、更便宜的商
品在等待。网恋者也是如此，看看这个人的自我
介绍，掂量掂量，总觉得不想错过后面更好的。这
些问题可能需要更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比如真
正高质量的虚拟约会系统。

网恋到底管不管用？
这方面的数据依然不多，比如有调查发现，

!)'的调查对象通过网络找到了他们的长期的
严肃的关系；一项跨国调查发现英国 "'的已婚
对象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这个比例在澳大利亚是
)'，西班牙 %'。但是，如果只看年轻人群就会发
现这个比例高得多：

在美国，!"岁到 &%岁的夫妻是通过网络相
识的。

在英国，*)岁至 !%岁的已婚人群 !*'第一
次相识是在网上。

如果你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网络
当然对你会有帮助，尽管对许多人而言，网恋依
然充满了欺骗、不诚实、和怪异。也有些人的热情
被如此的回复率所扼杀。但是我们依然想告诉你
大多数网恋者是相对诚实的，而且最关键的是，
它是能成功的。

! ! ! !大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

之三的单身网民尝试过通过

网络交友!但是过去的一段时

间我们听到有关网恋的故事

以及它的成功概率相互矛盾"

网络婚介公司把网恋说成一

朵花!给人感觉只要一进入婚

介公司!结婚奏鸣曲就在远处

为你响起" 相反!媒体上尽是

一些吓人的故事! 网恋是骗

财#骗色的代名词" 真相到底

如何$ 今天魔鬼心理实验室

为您介绍心理学对网恋的最

新研究成果!为您揭示网恋的

真相与误解" &现在继续上一

期的话题'

! ! ! !最近的家长课堂中，有好几位
家长提到为孩子的磨蹭行为烦恼不
已，纷纷询问有何办法可以改变孩
子。

明是四岁孩子的妈妈，说孩子
越来越调皮，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不
肯刷牙，磨磨蹭蹭非得要家长发火
才勉强就范。

林是七岁男孩的爸爸，说儿子
自从上了小学，就每天作业拖拉，总
是玩这玩那的，不能集中注意力，一
定要家长在旁边不断督促，才勉强
做完作业。

华的女儿读初二，说女儿以前
做作业挺快的，上了初中就变得越
来越慢了，每天都要做到半夜才能
做完。

有意思的是，虽然孩子年龄不
同，行为表现也不一致，这三位家长
却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自己的孩子在
偷懒、拖时间，目的是为了逃避做作
业或刷牙。

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出现不
良行为是种信号，它其实是在提醒
家长，他的孩子遇到了困难，需要得
到家长的帮助。这时候家长要花时
间去了解、倾听孩子内心的需求，给
孩子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帮助孩
子度过困难时期。一旦孩子的困难
得到解决，孩子的心理需求得到满
足，孩子的不良行为就会消退。而家
长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味指责，不仅
不能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还有可
能因为孩子的无所适从或逆反而强
化，甚至成为延续一生的坏习惯。

在课堂上，我们鼓励家长停止
对孩子的指责，学会通过耐心倾听
去了解孩子磨蹭行为背后的真正原

因，结果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个四岁的孩子天生有着好斗

的个性，企图通过磨蹭行为与家长夺
权，如果家长用权力去压制，结果会
让他更加好斗。明白了孩子的行为目
的后，家长停止了权力压制，最后通
过刷牙游戏比赛让孩子爱上刷牙，养
成了每晚刷牙的习惯。

而七岁的小学生之所以做作业
拖拉，是因为缺乏时间概念，而且希
望通过依赖父母帮助得到关注和爱
护。家长帮助孩子认识钟表，培养时
间概念，同时，更多地对孩子独立完
成作业的正向行为及时鼓励，忽略孩
子无理取闹的不良行为，最终培养了
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有意思的是，初二的女孩原来
是故意磨蹭到半夜，目的是为了反
抗妈妈不断增加家庭作业的做法。
当女孩妈妈弄明白孩子的真实想
法，表示尊重孩子的意愿，完成学校
作业后就可以看会儿电视后，女孩
从此每晚在九点前就完成了以前要
做到半夜的作业。
用心倾听孩子内心，是我们家长

了解孩子需求，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
惯的前提。

幸福之源在于比下有余 " 李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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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 实 践

! ! ! !很多时候，感觉无人倾诉。
打开电脑，上 ++，看着长长的好友名单

发呆，不知道可以将心事说给谁听。去博客，
逛论坛，看着别人发帖回帖不亦乐乎，却愈
加感觉到自己的寂寞孤单。

每一个人，都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敞开心
灵的挚友。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放心将自
己的心交付，不必遮掩自己，不必戴着面具
说话，在他面前，可以展现真实的自己。

可是世界那么大，寻找了那么久，却始
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心灵的人。想要倾
诉，却无人可诉，是一种悲哀。
或许，是不想倾诉。
和朋友谈天说地聊得畅快，却从不触及

各自的心灵深处。老友的电话打来，也只是
打着哈哈说话，偶尔贴近现实，你好吗，却只
是含糊带过，我很好，如此而已。

++里，和好友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说
着无关痛庠的话，打发着无聊的时光。博客
里，有文友的留言给你，你也礼节性地去他
的博客留言，满目的赞美，与真心无关。

也不是没有人的陪伴，好像随时可以找
到许多人，可以打发时间。只是，不是那样的
人，不想去倾诉。

倾诉，也是要棋逢对手的。如果倾诉错
了人，如同对人表错了情，会给你带来无奈
与尴尬。不合意的倾诉，不如不去倾诉。

无人可诉，或者不想倾诉，也许，都是现
代人的一种病。渴望与人交流，又害怕与人
交流，于是，便彻底封闭了自己。

! ! ! !克里斯·博伊斯和西蒙·穆尔是美国著
名的心理学家，分别来自华威大学和卡迪夫
大学。不久前，《时代》杂志发表了他们的最
新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更加富裕的社会
却没有实现集体幸福感的增强这一现象迷
惑不解。毕竟，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当然会在
一定程度上让一个人更幸福。这两位科学家
试图揭开其中之谜，弄清这是为什么。
“相对收入假定”是说明财富相对论的

一种假想方式，研究人员在对其进行进一步
的挖掘和探讨之后，发现个人之所以在整个
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并不一定会感到更富
有，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并未发
生改变。事实上，大多数人不会把自己和抽
象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而常常是将自己和

左邻右舍、工作中的同事或大学时的朋友进
行比较。如果看到自己排名越前，地位越高，
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意识也可能越强。穆尔指
出：“人们可能在意的是，他们的薪水在进行
比较的所有人中究竟是排在第 !位，还是排
在第 ,位。”
“如果绝对收入与幸福有关，那么当收

入增加时，全国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幸福，但
看来并非如此。”博伊斯说，“与自己的绝对
财富相比，人们在与他人比较中的排名更能
预示自己的幸福程度。”
博伊斯和穆尔由此得出结论说，金钱或

许买不到幸福，但能买到地位，而身份地位的
确能让人们更幸福一些。排名比绝对财富更
能预示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比下有余才是
幸福之源。

" 张珂

无人可诉，或者不想倾诉孩子磨蹭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