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暑假，十来部惊悚片扎堆大银幕，不少
学生已经呼朋唤友，筹划着结伴去看惊悚片。很
多家长对孩子迷上惊悚片很不理解，每次

都吓得够呛，为什么还要看？而更令家长们担心
的是，一些惊悚片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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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家长要增加对青少年阅读故
事和看的电影的了解和引导。在
小学之前，孩子看电影多半是父
母陪伴着，父母要对电影内容有
一个事先的了解和筛选。廖丽娟
建议说，在孩子幼年时，尽可能让
孩子接触比较优美和积极的故
事。

到了初中阶段，孩子往往会
喜欢和同学结伴看电影，这个时
候，对孩子有一定的要求和引导
显得尤为重要。父母需要对孩子
进行科学的生死观教育。“比如尽
量不要告诉孩子生就是死，死就
是生，成年人会理解那是一种相

对概念，但青少年可能会以为生
和死的世界是完全混在一起的。
曾听到一位母亲对自己还在上小
学的孩子说：‘你看了这部电影之
后的投胎再世，你怎么看？’孩子
的答案是：‘那我岂不是一直永远
都是活着的。想死的时候就死，反
正会活过来。’当时，那位妈妈吓
呆了，赶快告诉孩子：‘妈妈其实
也不知道死了会怎样，但我想肯
定不是这部电影里面描述得那
样，因为你外婆去世之后，就真的

是永远也见不到了。死亡就是真
正的离开，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但
肯定不在我们的世界了。所以我
们现在需要珍惜现在活着在一
起，好吗？’”廖丽娟也提醒说，父
母的很多引导工作可以在平时进
行，让孩子明白电影是经过艺术
创造的结果，并非现实生活。

如果孩子已经看了惊悚片，
被吓到了，又该怎么处理呢？对
此，廖丽娟的建议是，家长要及时
地拆分处理，列举现实的一些积

极的要素，让孩子意识到现实的
世界就在那里，父母就在那里，什
么都没有改变，只是看了一部电
影而已。“家长可以在理解孩子情
绪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转移，比如
做一些运动。有一个初中女生看
了惊悚片之后吓得不敢出门，不
敢睡觉，甚至不敢闭着眼睛淋浴。
后来我建议她的母亲，带孩子去
游泳，或者一边跑步一边聊天。后
来，那位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女儿
游泳回来之后，睡得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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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恐惧
的情绪曾经产生了很多积极的作
用，比如害怕老虎等猛兽，使得人
们得以生存下来；害怕死亡，使得
人们不断地研究健康的方法，从
而促进人类的健康长寿。种种恐
惧渗透在我们人类的进化进程
中，也帮助人们的体验更具多样
性。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的恐
惧因素首要的就是死亡、黑暗、孤
独、无助感等等。很显然，这些恰
恰都是惊悚片的基本元素。电影
圆了恐怖的噩梦，释放出观众内
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在满足人

们好奇心的同时，又充当了一副
安慰剂。正因为惊悚片具有其他
片种无法替代的消遣功能，大批
观众才对它趋之若鹜，它让人们
安全地体验恐怖，安全地获得生
命中需要承受的刺激。

心理学家爱德华和科恩采用
的全新方法捕捉人们在进行一些
恐惧又刺激的活动时的情绪，比
如观看惊悚片，同时出现了正面
和负面情绪。他们认为，观看惊悚
电影的人，同时享受着快乐和不
快乐两种情绪。人们确实享受着
“被吓得要死”的感觉，直到电影
结束才能松一口气。看恐怖电影

最快乐的时刻，也就是最恐惧的
时刻。廖丽娟解释说，这种极大的
恐惧（负面情绪）同时伴随着的快
乐（正面情绪），其实也增加了快
乐的弹性值，因为从极大的恐惧
到巨大的快乐，相比日常的快乐，
因为参照值的不同，似乎那种快
乐就增加了很多倍。经历了大恐
惧之后再经历快乐和放松，这样
的放松是一种很彻底的放松，体
验了这种放松之后，人们往往容
易上瘾。因为人们一旦适应了这
种大恐惧和彻底放松之后，就需
要更大的刺激才能重新体验，结
果就是越看越会上瘾。

! ! ! !看惊悚片，带来的比较积极
的作用是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一种
平时很难体验到的大恐惧之后的
放松，所以很累或者压力很大的
时候，去看惊悚片往往能帮助人
们彻底地放松下来。此外，从某种
角度说，惊悚片也会帮助人们脱
敏，一定程度帮助人们提高抗挫
力。廖丽娟说：“的确有胆子很小
的青少年，在看了惊悚片之后，恍
然觉得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似乎变
得没有那么让人恐惧了。”

但是，惊悚片要产生这些积极
的影响，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看
的人有比较良好的身体素质，尤其
是心血管功能要正常健康。有研究
表明惊悚片的强烈刺激，传入大脑

会使人体的心率增快，呼吸加速，血
管收缩，血压上升。同时这些刺激会
增加心电的不稳定性，容易引起严
重的心律紊乱。廖丽娟提醒说，考虑
到青少年的身体和心血管系统发育
尚未完全，容易兴奋，看惊悚片产生
的负面影响会相对更大。

惊悚片带来积极作用的第二
个前提是，观看者对于片中描述的
情节能和现实生活进行分离，能理
解影片只是影片，是经过创造和加
工的，能从心理上对自己的生理反
应进行有效的处理和解释。

但是，这可能是青少年比较
薄弱的地方。经过调查发现，很多
青少年在看到一些极度恐怖的画
面之后，产生了很长时间的情绪

困扰。由于他们的认知特征很难
区分现实和艺术加工，受到这样
的刺激之后，孩子和周围的环境
相处模式会改变，甚至影响到人
格的发育和成长。

在廖丽娟所了解的个案里就
有此类情况。男孩在上幼儿园的
年纪看了惊悚片之后，再也不肯
自己独自睡觉，还经常做噩梦，担
心被鬼怪抓走，结果到小学四年
级还和父母睡在一张床上。“虽然
这不是必然的原因，但从某个角
度来说，孩子越小，恐怖片对孩子
的负面影响越大，而且这种影响
不进行有效处理的话，会固化成
孩子与周围环境相处的模式，甚
至渗透进人格特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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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悚片让人安全地体验刺激

青少年易混淆电影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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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引导、转移恐惧情绪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