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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 /教育周刊

! ! ! !新春合家团圆、朋友相聚本该
是乐事，但是，一些刚刚升入高一
级学校的新生，却越聚会情绪越
差。大一新生刘柳（化名）就是其中
一员。她编了个理由没去参加高中
同学的聚会，因为她觉得自己高考
考砸了，实在没脸说自己现在什么
学校。

新年了，如何从过去的“失败”
阴影中走出来，为更好的将来努力？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张衍建议，要避免把回忆中的点滴
细节无端放大，使自己背上越来越
沉重的包袱。

案例回放!!!

!我本来能去比这里好一万倍

的学校"可是我却失败了#再一次地

失败了# $入学一学期"刘柳在心里

把这句话不知道念叨了多少遍# 进

入这所她眼中一无是处的大学后"

她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劲" 觉得老师

水平差"同学也不如自己#就这样浑

浑噩噩过了许久"她发现"上课越来

越听不懂"被他看不起的同学们"学

习成绩竟然一个个超过了自己"有

的还开始了甜蜜的恋情#反观自己"

似乎一团糟#

更让刘柳耿耿于怀的是" 当年

中考的时候" 她做错了一道简单的

!分选择题" 结果她因为 "分之差

和当地重点高中失之交臂# 由于父

母是该校老师" 她最终还是进入了

该校就读" 但她始终觉得是寄人篱

下"抬不起头# 她高中苦读三年"一

心觉得自己能在高考时 !翻身$"没

想到"再次失败#

咨询师分析!!!

不要扩大过去错误
张衍认为，高中三年正处于青

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次关键
期，刘柳在这个关键期内感受到的
却是深深的自卑。高考时再一次的
失败对她的自尊产生了极大伤害，
于是她反过来，为保护自尊开始显
得很自大，来掩饰她的自卑。实际
上，自大的人看不起他人的表现背
后，其实也蕴含着对自己的轻视。

她执著于中考时的失误不放，
这其实说明了她拥有心理学上所说
“夸大化的不合理信念”，即认为这
道题就决定了她全部的人生。孩子
非常容易受到母亲的暗示作用，刘
柳妈妈是学校老师而且是她的班主
任，得知女儿做错这道题，虽然当时
没有严厉地指责她，但妈妈说她就
伤在那道题上的话已经在她心里打
上了深刻的烙印。之后，她把所有的
错都怪在那道题，却看不到其他做
错的题，也导致了她在怪圈中越陷
越深。

不要动辄“立壁角”
当孩子犯了错误，很多家长选

择“立壁角”作为惩罚。张衍和刘
柳深谈后发现，她缺乏自信的根

源，很大程度上就来自童年“立壁
角”的经历。
还是幼儿时，刘柳很喜欢与邻

居小朋友一起玩，可是每次只要父
母知道她出去玩了，即使她作业都
做完了，回去还是会受到惩罚，让她
面壁思过。“家长认为面壁思过是个
好办法，不会伤害孩子又能让他们
反省，实际上，孩子的反省能力有
限，他不会将惩罚与某个行为联系
在一起，反而会泛化到全部的自我，
认为是因为自己是个不好的孩子才
受到惩罚。”张衍分析，对孩子来说，
承认自己“不好”是很痛苦的，为避
免这种痛苦，刘柳选择创造一个虚
幻的、“极好的”自我，想象自己翻身
后的荣耀，她需要一个人可以先接
纳她的一切，在这之后，她才可以慢
慢地对自己宽容，接纳自己的一切。
张衍用刘柳的经历提醒家长，在教
育孩子的时候，不能只是简单的惩
罚，还要明确详细地告诉孩子他在
哪种行为上做得不好，怎么做更好，
并且告诉他，他仍然是个好孩子。家
长在教育孩子时，应该坚持少惩罚，
多表扬的原则，童年的阴影，很有可
能为孩子的将来笼上乌云。对于家
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也应包容和
接纳孩子的一切，尊重孩子自尊的
需要，而不是只在他表现好成绩好
的时候才爱他。孩子也才能接纳自
己的一切，正确认识自己，积极面对
困难和挫折。

本报记者 陆梓华

! ! ! !亲爱的女儿!

为那天无意中翻动你的抽
屉，惹得你伤心落泪的事，妈妈
一直愧疚。今天，妈妈专门写一
封信，向你道歉。

女儿，你知道，我们租住的
房子很小。一套简单的家具，一
只小小的写字台，搁不下你的小
床。你每晚只能睡在白天待客的
沙发上。

然而那一天，你突然对我
说：“妈妈，我要一个人住一间
房。”
那一瞬间，我真怀疑自己听

错了：“家中连你搁床的地方都
没有，你还想要一间房？”
“我有办法。”你认真地对我

说：“你把写字台放在沙发旁边，
再把录音机、台灯放在写字台
上，用纤维板拦起来就行了。别
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晚上，我
一个人在里面读书写字听音乐，
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妨碍的。”
如果真用纤维板这么拦，她

那间“房”大约 !平方米多一点，
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妨碍。
“假如妈妈要到你房间里来

呢？”
“那当然要先敲敲门，得到

我的同意喽。你上次不是讲过总
统敲门的故事吗？”
我记起来了。我在报纸上读

到过一则趣闻：国外有一位总
统，儿子与我女儿差不多大，单
独住一间房。一天晚饭后，总统
没敲门就走进儿子房间。儿子郑
重地向他提出：以后进他房间，
要先敲门，得到他的许可才能进
来。这件事我在餐桌上是当作趣
闻讲的。没想到言者无意，听者
有心。女儿记得牢牢的。

我装作认真考虑一会：“你
有间房当然好。只是这样一来，
家中弯弯曲曲更不像样子了。”

你急了，带着哭声说：“没
有房间，你们又要随便翻我的
抽屉了。”
哦，女儿，原来如此。我们家

中，我的东西放在箱子里；你爸
的东西放在写字台大抽屉里，上
面各有一把锁。唯独你的东西放

在写字台没有锁的小抽屉里。那
天我见里面的东西堆得乱七八
糟，便帮你整理。谁知道翻出了
你的不少秘密：一张仅得了 "#

分的数学测验卷（我们要求你数
学测验考试不得低于 "$分）；一
本精致的日记本（后来你告诉我
们是你省下 ! 天早点钱买给一
位女同学的生日礼物）……那天
晚上你哭得泪眼红肿，既伤心我
们对你的斥责，更伤心“秘密”从
此再无藏匿之处……

女儿，你虽然只有 %%岁，但
在你的心里，已经有一片自己的
小天地了。妈妈以前怎么就没有
想到呢？妈妈为无意中揭穿你抽
屉里的“秘密”再一次向你道歉。
妈妈在信中还要向你报告一个
好消息：你要一个人住一间房的
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妈妈和
爸爸已经攒够了买房的首付款。
妈妈向你承诺：等你单独有了一
间房，妈妈进你房间前，一定不
忘先敲敲门，得到你的同意。妈
妈和爸爸祝愿你在自己的小天
地里，编织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温
馨的梦……

姚沈莺 %上海 杨浦区&

"亲子互通#$以如今已少有

人用的书信形式$为所有的亲子

关系提供一个认真交流的平台$

相信用心写下的文字$会成为一

个家庭和孩子成长的永久纪念%

从新年起$本栏目向所有的爸爸

妈妈和孩子&不仅仅限于大中小

学生'征求信件$字数一般不超

过 "###$ 来 稿 可 直 接 发 至

$%&'()*+,-./%0./&邮箱$ 并注

明(亲子互通)投稿% 谢谢*

! ! !编者

亲子
互通

妈妈承诺!

进你房间先敲门

新年，学会从过去
的“失败”走出来

———给女儿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