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 开学不久 ，妈妈就自作主
张帮我报了很多课外补习

班。 我的成绩在班级的中上水平，妈
妈总觉得不满意，而我对这种填鸭式
的补习课十分厌倦， 实在不愿意去
上，怎么办？

一位初三男生

A 既然你十分厌倦这种填鸭

式的补课， 那你就要把这
种不好的感觉如实地告诉父母。 告
诉他们只有在快乐状态下去学习 ，
才会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 同时身
心也不会太疲倦。 当然，学习成绩在
班级中上水平的你， 也要制定一份
有效提高学习成绩的计划， 并付之
于行动。 相信你的父母会接受你自
己的学习计划。

Q 春暖花开，我们几个同学约
好周末去近郊玩玩，要在外

面住一晚上。 我满怀期待向父母征求
意见， 结果却被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说女孩子在外面过夜不安全。 但我知
道他们其实是希望我天天在家里复

习功课，这样他们就满意了。 如果我
失约，在同学面前很丢面子，我该怎
么说服爸妈同意我去郊游呢？

一位高二女生

A 作为一名即将成人的高二

学生，非常渴望有独立行走
社会的体验，而你的父母却不愿给你
这样一次机会。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
他们并不是希望你天天在家复习功

课，这可能只是他们反对你旅游的托
词。当今独生子女的父母亲对子女的
保护也许是过分了些，尤其不愿给孩
子足够的成长空间，希望孩子在简单
的、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不希望
有什么麻烦事发生。为此你要学会与
父母沟通，告诉他们你的旅程是安全
的，同学之间能互相帮助，希望父母
能给你这个体验生活的机会。因为你
的人生需要这些经历。

Q 同学们都喜欢玩网络游

戏，我也不例外，只有拥有
共同的兴趣爱好才能有共同的话题。
一般我们只约在双休日，一起连网玩
游戏，但是妈妈一直说我有网瘾。 我
觉得我比起同学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父母连我这点兴趣都不允许，还
擅自把网线拔了，我很生气。

一位高一男生

A 当今网络渗透到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它在影响着我
们的生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你的
母亲一直说你有网瘾，我想至少你上
网时间超过你父母的心理承受范围，
为此他们才会把网线拔了。希望你能
理解父母这一无可奈何的举止。 那
么，网络游戏到底玩多长时间？ 是不
是休息时就玩网络游戏呢？希望你思
考这个问题。我想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个度，玩网络游戏更是如此！ 不要影
响睡眠，不要影响学习，不要影响亲
情。 否则就玩物丧志啦！

本期答疑嘉宾：
12355心理咨询师 欧阳群

24小时青少年服务热线：1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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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这是一个惨烈的事件， 很难相信这是
一个孩子所为。 一个孩子的心为何会如此
冷酷，行为如此凶残？

我想， 施害者的监护人———家长必须

负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让我们来看看家长
事后的表现， 可能就会找出一些可怕的端
倪： 母亲不是为自己孩子做出这种恶行感
到自责愧疚， 为孩子给对方造成的无可弥
补的损失深刻道歉， 而是不可理喻地挑受
害方的不是， 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从
小教会孩子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人利益

之上，就是这种可怕的逻辑，使孩子学会可
以用嚣张的、 毁灭他人的行为来发泄自己
因为“失去”而产生的愤怒。

孩子如果从小事事太容易得到满足 ，
他无从学习“无法满足”的应对方式，他无
从知道在世界上“满足”是偶然的，“无法满
足”却是必然的，久而久之，会将“获得”作

为理所当然，而不可容忍被拒绝、被否认，
甚至用极端的方式来应对。 这种后果可怕
的家教模式， 是不是在我们不少的独生子
女家庭，有或多或少的相仿？

另外 ，作为家长 ，对未成年孩子的交
往对象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 ， 对方的性
格、行为方式、家教方式要有目的的关注。
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心理不
稳定的年龄段，家长要有意识地做好防范
举措。不仅要引导孩子学习与不同的孩子
交往 ，并学会保护自己 ，不在冲动不理性
的情形下激化冲突。这个悲剧的发生虽然
是个突发事件，但悲剧的发生一定会有迹
可寻，比如，如果发现对方性格易激怒，行
为比较冲动，那么防患于未然的教育一定
是家长———作为有经验的成年人给予指

导。
12355 心理咨询师 顾凯宪

看到这起悲剧我也曾情绪激动，也曾义愤填膺。但
冷静下来思考，作为一个心理老师，我该给孩子们怎样
的疏导，帮助他们避免悲剧的发生呢？我想到了关于花
季少男少女交往把握“度”的问题。

进入青春期后，随着激素的分泌，身体的第二性征
出现，“对别人产生好感”、“被别人产生好感”都是非常
正常、非常普通的现象。 所以，青春期少男少女“交往”
和“被交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诗经》上不就说“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嘛。

但是，你知道吗？ “交往”与“被交往”也是技术活，
把握好其中的“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你要承
认，青春期的你思维活跃，但思想还不够成熟，这时候
对异性产生好感正常，但这并不一定是爱情，所以这时
候两个人的“交往”也并不等同于成年人的“约会”。 其
实， 你可以试着多在一些有意义的群体活动中了解对
方，尽量减少两个人单独见面的机会，与更多的同学交
往，你可能会发现不同人身上不同的优点。 其次， 如
果需要两个人单独见面的话， 那么尽量把时间安排在
白天，非隐秘场合。

此外，我还想对女孩子们说些心里话。如果你要与
男孩子单独见面，在穿着打扮上，一定要注意应该落落
大方， 一些太过成熟或暴露的衣服可能会让对方产生
误解；如果出现异性纠缠不休的情况，不要为了面子而
觉得难以启齿，要主动向长辈或老师请教求助，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当然，如果觉得不好意思，打
一些相关的求助热线，也是可取的。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季节看什么景，什么时
令赏什么花”，都属于自然法则。 严格把握少男少女交
往的“度”，保护好自己，“延迟满足”自己的某些愿望，
只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收获到更甜美的果实。

北虹初级中学心理老师 郭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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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这一事件再次将如何避免分手伤害的课题摆在

人们面前。 同学们从这事件中至少得到两方面的经
验和教训。 首先，分手时要保持一定的警觉心。 周岩
在与陶汝坤交往过程中，曾经因为想分手，被陶汝坤
威胁，甚至殴打恐吓过，对陶汝坤的施暴倾向应该有
所了解。 事发当日，周岩因为在自己家，当时小姨也
在附近，可能因此放松警惕。 正如，人们通常会错误
地认为伤害常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但事实表明加
害者中有不少是熟识者。 所以，尽管周岩的母亲还发
过短信提醒她注意安全， 最终周岩对这种报复行为
毫无准备，遭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

其次，分手时控制自己的言行情绪。 用温和而坚
定的态度提出分手往往是最安全的选择。 在事发当
日，周岩采用的是与陶汝坤争锋相对的对话方式，情
绪也有点火。 要知道，相识并交往了三年，陶汝坤早
已将周岩当成自己的附属品，说什么也不接受分手，
甚至禁止她和别的同学来往。 面对对方的纠缠，如何
机智地提出分手？ 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要分手，但仍
然给对方足够的自尊。 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慢慢疏远
这种关系。 比如，减少见面的次数与机会，告诉对方
学业压力很大， 要专心学习等等。 不是指责批评对
方，而是告诉对方“这样的关系不适合我们”。 并且一
旦萌生去意，态度要坚决，不能忽冷忽热，让对方心
存幻想。 另一种比较极端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弄得很
糟，让对方倒尽胃口，比如变得外表邋遢，言行庸俗。
最好是让对方发觉心目中的她完全失去原来的美好

形象时， 主动打退堂鼓离去， 自然就不会有自尊受
损，攻击别人的问题。 当然分手后，不要立刻好起来，
而要慢慢来，注意不要引起对方疑心，更要避免引发
对方心生醋意。

金陵中学副校长 曾强

家长的关键作用

把握交往的“度”很重要

� 新闻背景：最近，合肥 17 岁的中学生
陶汝坤因追求少女周岩不成， 将其烧成重
伤。 随后，周岩被送往医院，经过 7 天 7 夜
的抢救治疗，终于脱离危险。 但不幸的是，
她的一只耳朵被烧掉，头面部、颈部、胸部
等严重烧伤，烧伤面积超过 30%，容貌严重

被毁。在悲剧面前我们不得
不反思， 是什么让一个 17
岁的孩子对自己得不到的

东西纠缠不清？ 甚至，采取
极端的手段， 毁人容颜、断
己人生？青春期少男少女交
往又该注意些什么，该怎样
预防分手伤害？作为师长我
们又该怎么引导孩子，避免
悲剧的发生？

巧妙避免分手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