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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天气原来是这样预测的
本报小记者走进市气象局零距离接触气象科学
文/片 专刊记者 王伟凯 通讯员 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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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瑾，国家执业
心理咨询师，烟台广
播电视台特约心理专
家，育心心理咨询中
心首席心理咨询师，
从业经验非常丰富。

角色互换的心理游戏
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性质上类

似中央台的《心理访谈》，形式上就像
心理学里的角色互换游戏，心理咨询
师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沟通
和增强理解。在心理咨询室里，往往
只是亲子矛盾显著的时候，才会用这
种方式增进理解，让孩子设身处地感
受父母。节目组很会选择互换对象，被
选的少年几乎都是与父母之间有着强
烈的情感纠葛。

我曾听很多人讲，青少年的问题
很简单啦！无非是青春期小小的叛逆
啦！其实，孩子的问题仅是问题的表象
而已，从心理学角度去看，孩子只是在
反应着他周边的环境和刺激。通俗地
说，我们如果看到了孩子的问题，那
就意味着我们看到了整个家庭系统
的问题，而孩子就像电脑的显示屏，
将问题映射给我们看到而已。

角色互换就像演一场戏，有个中

间人制定规则，决定谁扮演谁。孩子们
喜欢参与，因为小孩都喜欢游戏，入戏
越深效果也会越好。咨询师就是那个
中间人，必须客观、有控制力，能够引
导整体线路的发展。虽然说角色互换
适用的范围有限，可在孩子身上却很
好用，因此，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咨询
方式。这档节目引起了我和同事们的
一场讨论，互换孩子和孩子，却没有改
进孩子父母的观念，这样的互换价值
在哪里？作用又会持续多久？我强调孩
子问题在于父母的教育方式，而教育
方式是由教育观念决定的。如果父母
没有体验到孩子的体验，这种仅限于
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互换，看起来就像
是一场带有情感的交易，你来我往，如
此下来，剩下的就只有回忆了。

我最近带了一个孩子的团体咨
询，这几个宝贝有着共同的特点，那
就是看谁都不顺眼！人际关系混乱，

不合群，有的因此罢学。第一天把这
六个孩子集合到一起的时候，我还在
担心会不会出现现场打架的情况，因
为他们实在是对别人太苛刻对自己
太宽容的那类新人类！我一直小心翼
翼地处理着这个团体的关系，果不其
然的是，大家虽然都还在各自的座位
上，却谁也不理谁，只有跟我对话的
时候才会看着我，其他的时候都似乎
在跟谁赌气的样子，一脸的不情愿。
这期的主题，我用的就是角色扮演游
戏！凭我多年来带团的经验，在半个
小时后，孩子们开始参与进来，因为
这个游戏有个很有趣的版块，叫做

“讨伐”。积极地批判能让他们的互动
达到高潮，被批判的那个人不能讲
话。然后我会找一个人来扮演被讨伐
者的“影子”，站出来替他说话。例如A

说：“你很冷漠！”影子就会申辩说：
“那是因为我很脆弱，所以用冷漠来

保护自己！”B说：“我觉得你很难靠
近！”影子申辩：“其实我内心担心你
不喜欢我，才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不
是很难靠近的意思，而是不敢主动示
好！”然后被讨伐的人就会对自己的影
子产生依赖和友好的感受。这是最简
单的角色互换，可是用在有人际问题
的少年团体，已经有非常显著的疗效。

我建议父母常常与孩子互换角
色，相互扮演彼此一段时间，设置一
个角色互换日，例如每月的最后一个
周末，或者更长时间的互换。时间越
长体会就越深，效果也会越好。孩子
理解了父母，就成长了，就不再与父
母对着干。父母理解了孩子，也会常
常寻找新的方式来与孩子互动尝试，
直到找到最适合的那一种，家庭系统
才会平衡起来，问题也就自然而然消
失不见了。家庭关系重在保养，而非
治疗。皆大欢喜，才是最好的结局。

孩子就像电脑的显示
屏，将问题映射给我们看
到而已。 ——— 周瑾

祥发小学
3月26日，祥发小学邀请烟台护士

学校邓健老师在多媒体教室举行青春
期知识讲座，此次讲座以“羞答答的玫
瑰静悄悄地开”为主题。邓老师以课件
演示、文字说明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详
细地为女同学们讲解了青春期生理变
化、生理卫生等知识，让同学们了解自
己身体方面的变化，教同学们如何正视
这些变化。(通讯员 唐文玲 邹清华)

星海艺校
近日，星海艺校开展“美化校园，美

化教室”的绿色行动，一年级一班的同
学们都把自己喜爱的花卉带到教室来。
孩子们精心护理这些植物，并通过各种
渠道认识它们的名字、生活习性等等。
他们这样做不仅美化了环境，更增长了
知识，增强了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意
识。孩子们高兴地说，我要和这些花儿
们一起快乐地成长！(通讯员 张振声)

在3月27日世界戏剧日到来之际，星
海艺校举办了“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国
戏剧”活动。活动介绍了中国戏剧知识，
在戏曲欣赏、戏剧表演、绘制京剧脸谱等
一系列活动中，学生们了解了中国戏剧
文化，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国粹京剧文化
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讯员 金聆)

莱山区实验小学
自开学以来，为提升学生身体素

质、丰富学生课外生活，莱山区实验小
学在考量专业师资素质、各阶段学生成
长特点的前提下，聘请了三位资历丰
富、专业精深的太极拳老师，针对二年
级全体学生的每节体育常态课，开展了

“国粹太极进课堂”的专项学习，受到了
学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通讯员 吕
婷婷)

气象图谱引起好奇心

3月25日上午9点，百余名
小记者和少年志愿者来到烟台
市气象局大楼前，分成两组对
气象设施、设备，天气预报制作
过程进行了参观，气象局的工
作人员给小记者们上了一堂普
及气象知识以及天气预报如何
出炉的科普课。在气象观测室
里，面对着电视屏幕和电脑显
示器中出现的卫星云图、雷达
回波图，同学们仿佛进入了另
一个世界，好奇地左看右看。

气象设备激发求知欲

各种气象观测设备激发了
小记者和少年志愿者们浓厚的
求知欲望，他们认真聆听工作
人员的介绍，大胆提出自己的
疑问，学到了更多的气象知识。
小记者们手持笔记本和相机，
跟随气象工作人员的讲解，带
着对气象科学知识的探求和对

“气象”的懵懂认知，仔细询问，
认真笔记。当同学们得知天气
预报的生成要通过气象观测、
收集观测资料、分析计算、加工
处理、分析与讨论、最终发布等
步骤时，不少小记者发出了啧
啧的惊叹声——— 原来天气预报
需要这么多步骤，并且需要在
一定的时间内及时发布，实在
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

气象预报制作不简单

随后，小记者们还参观天
气预报演播大厅，观看了天气
预报的制作过程。气象预报员
向小记者们简单介绍了气象预
报的有关知识。通过参观天气
预报的制作流程，小记者们了
解了到平常看到的天气预报并
不简单，气象预报员的身后只
是一块蓝色底板，并不是大家
从电视上看到的各个地区天气
的展示。小记者们随后参观了
人工增雨作业车和移动气象
台，了解了人工增雨火箭弹的

作用和用法。在听取了工作人
员的讲解和观看了相关的资料
视频之后，小记者们感觉受益
匪浅，纷纷表示以后要多学习
有关气象方面的书籍和知识，
充实课外生活，将这些知识运
用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去。

在参观中，小记者们学到
了关于雷达和卫星等如何监测
天气、气象灾害的发生和预防，

以及天气预报制作的全部过
程，人工增雨作业车的作用等
科普知识，小记者们受益匪浅。
参观结束后，小记者们排队采
访了气象专家，提出了一些关
于气象知识的问题。“今天收获
太大了，以前我一点气象知识
都不懂。”一名小记者说，他一
天学了那么多知识，觉得很自
豪，回去要给班里其他同学讲
一讲。

格格校校园园播播报报

“天气是怎样预测的？”“人工降雨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天气预报有时不准？”……说起天气，小记者们
总有提不完的问题。3月25日，本报百余名小记者及烟
台市青少年宫少年志愿者，走进烟台市气象局，零距离
接触气象科学。在这里，孩子们参观了“神秘”的气象设
施，学习气象气候知识，并与气象专家交流互动。一个
上午，他们收获满满。

▲小记者参观人工
增雨车

小记者参观天气
预报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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