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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肥妞”这个称号，从去年
起，23岁的玲子下定决心要减肥，开始是
主动减少吃东西，可是现在就算美食摆在
她面前，她也吃不下了。
玲子小时候长得胖胖的，十分讨大人们

喜欢。可是自从进入中学读书后，因为长得偏
胖，她渐渐成为同学们的笑柄，他们给玲子取
的绰号为“肥妞”。对此玲子很生气也十分焦
虑，可是爸妈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认为她丰
满得比较可爱健康，他们一直都给玲子买好吃
的和各种营养品，导致她的身高只有 -米 44，
体重却飙升到 -/5斤。
这种情况直到玲子去年考入大学，离开了

父母才有所改善。大学生活比较自由，身边的
66们都崇尚以瘦为美，玲子不太满意自己的
体重，于是下定了减肥的决心。通过网络她看
了不少减肥的妙方，比如不吃早餐，把晚餐变
成水果，坚决不吃米饭和肉类，吃东西后用手
指抠喉咙立刻吐出来等。

玲子依法炮制，效果还真不错，她已经从
-/5斤瘦到了 77斤，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
瘦削脸颊和骨感的身材。可是去年过完年，玲
子发现自己时常感到头晕、耳鸣，有时候无缘
无故会在街头晕倒，好像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
了。于是她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是长期营养
不良导致的。

对此，玲子感到很害怕，心里也想着要多
吃些东西，可是她现在好像对于任何食物都丧
失了兴趣，即便强迫吃下去，也会感到恶心想
吐。有几次都还晕倒在街上，被同伴送进医院。
她真怕什么时候一个人晕在路上，后果不堪设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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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外地工作，每
当要到回家过年的日子，你
最思念的人是谁呢？我想大
多数人最思念的是母亲，因
为对我们付出最多、却不求
回报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
而我最思念的亲人却是我
的姥姥。

我小时候是在乡下的
姥姥身边长大的，我对姥姥有极深的
感情。每年过年的时候，姥姥都会买
几朵漂亮的丝绸头花，给我和老姨、
二姨过年时戴，那小巧美丽的头花戴
在头上，映衬着水嫩嫩的脸，分外好
看。因为我在姥姥家年龄最小，姥姥
总是那么宠着我，那最漂亮的一朵绸
花一定是属于我的。
以前过年，姥姥家一大家子人都

会聚在一起吃饭，爆竹声声，热闹又
开心。生产队组织的秧歌队会挨家给
大家拜年，当秧歌队在姥姥家院子里
扭秧歌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
花。农村的娱乐生活虽然仅限于过
年，但是大家快乐的程度，不亚于除
夕夜看春节晚会。
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回到

城里，到我父母身边上学。每年过年
的时候，爸妈办好年货去姥姥家过
年。对我来说，过年就是一种思念和
一种盼望，因为过年就意味着见到我
日夜思念的姥姥。虽然她的年纪越来
越大，虽然她的背越来越驼，但是只
要我看到姥姥那张写满慈爱的脸，我
的心里就踏实起来。常常回忆起姥姥
说过的话，她曾经教育儿女们说：“人
活着，就要活出志气！不怕穷，就怕
懒！只要有这双勤劳的双手，就不会
饿死。勤劳能够致富，只要不断地努
力，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姥姥没有说错，我们真的都过上好

日子了，姥姥也放心地离开我们去了天
堂。她留给我的那些浓浓的温暖的记
忆，会陪着我冲过人生的冰河。
过年是一种思念，这种血浓

于水的亲情，会在我们的心灵深
处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温暖的
人间真情，足够陪伴我
们走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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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双和小双是一对双胞胎兄妹，奇怪的
是，他们不仅长相差异明显，连性格表现也截
然不同。哥哥大双调皮捣蛋，妹妹小双则温和
乖巧。让他们的爸爸妈妈看不懂的是，在同样
的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下长大，父母自认为
对兄妹俩也没有任何偏心，做什么事情都保
证一碗水端平，可是，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
妹妹出落得越来越懂事优秀，不仅学习成绩
出色，还热心助人，担任了学校少先队大队
长；而在同一个班级的哥哥，却因为不守纪
律，学习不认真而经常被老师留校教育。大家
都说，这对双胞胎真不像是一母同胞的兄妹。
最近，爸爸妈妈为了儿子成长得更好，特

别对他采取了鼓励的方式，每天回家主动寻
找儿子表现好的地方，并特别加以称赞。有时
为了给儿子信心，还故意找出一些他胜过妹
妹的地方，大肆赞扬一番。而以往习惯对于
妹妹的称赞，也有意减少了分量。自信心
满满的妹妹对于父母的改变并不在意，
她仍然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而那个受

到更多表扬和称赞的哥哥呢，
表现却并没有改善，相反更

差了。前一段，爸爸刚刚表扬大双数学作业完
成得不错，没隔几天，老师就来告状，说大双
连作业都不交了。妈妈说大双作为男孩子，衣
着还是很整洁的，第二天回家就看见大双的衣
服滚得一身脏兮兮的。爸爸妈妈百思不得其
解，难道鼓励还错了？怎么越鼓励越表现差呢？

这对双胞胎父母因为妹妹的乖巧懂事更
符合父母的心意，所以以往经常采用肯定妹妹
的方式来教育哥哥，希望哥哥能像妹妹学习，
有更好的行为表现。后来发现，受到过多批评
的哥哥变得自卑，甚至自暴自弃，意识到这样
的教育方式有问题；于是，希望通过称赞的方
式来给儿子更多的鼓励，结果却出乎意料。
其实，根本的问题出在这对父母所采取

的鼓励的方式上。从心理学上说，鼓励是每个
孩子成长所必需的。甚至有的心理学权威，如
美国心理学家戴克斯就认为，鼓励对于孩子
成长的作用，就等同于植物需要水一样的重
要。鼓励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尊和自我价值，
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和潜能。可是，鼓励的方式
非常重要。一般家长都认为，称赞就是鼓励，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因为称赞是奖励的

一种，着重于比较和竞争，着重于结果。孩子
只有达到家长的要求，才能得到称赞。对孩子
来说，称赞是一种外在的推动力，孩子一旦估
计得不到，就会放弃努力。而鼓励着重于孩子
能力的发挥，并且帮助孩子通过贡献己力而
获得价值感，鼓励强调的是孩子努力的过程，
给予孩子的是成长的内动力。
而在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大双眼中，父母的

称赞其实就是对于自己行为的一种变相控制，
他会由于抗拒父母权威而拒绝做任何可以得
到父母称赞的事情。父母之所以感觉对孩子称
赞越多，孩子表现越差，是因为大双以这种行
为来表示他反抗父母通过称赞而来的控制。所
以，学会正确的鼓励方式，对于父母很重要。

孩子为何越称赞表现越差

吴亦君 亦君工作室主任# 国家二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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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玲子的情形来判断，她应该是
得了厌食症。所谓厌食症就是由于怕
胖、心情低落而过分节食、拒食，造成
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甚至拒绝维持最
低体重的一种心理障碍性疾病，约
849为女性。

发病初始是患者开始有意识地
控制进食量，甚至还不断地用手指刺
激咽部，使吃进的食物再吐出来，这
样就人为地打乱了正常的神经生理
反射，渐渐大脑“见到”食物信号就不
兴奋了，消化液分泌也减少，胃肠蠕
动也减慢，面对香喷喷的食物也不再
感到饥肠辘辘，而是真的从心里感觉
厌恶、想吐，这说明病理性神经反射
已形成。此时无论怎样逼迫进食，或
者即使改变主意想主动进食，恐怕也
为时已晚，因为此时吃饭对他们来说
真比吃药还难。
其实，厌食症者对自己形

象的感知是错误的，存在

明显的体象感知障碍，厌食症患者不
管多瘦，都会嫌自己过胖，对自己的
身体评价不高，以为自己缺少魅力。
其实所谓厌食并非真的讨厌食物，而
是担心身体变胖而强迫自己禁食或
节食，并出现看到食物就想吐这种饮
食性障碍。除厌食外，还可有其他神
经官能症的症状，如癔症，上腹饱胀
不适，不能解释的疲劳，对性欲不感
兴趣和失眠等。

治疗厌食症，关键要释放心理压
力，特别是玲子要建立健康体魄的科
学概念、标准体重的意义及正确的饮
食观和生活观。建议玲子多做一些户
外运动，多培养自己的兴趣，结识更
多的朋友，见识不同的审美观和世界
观，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客观的认
知。从玲子的现状看，最好采用心理

治疗和行为治疗相结合的方
式，从而逐步恢复正常的餐
饮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