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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茵，女，31岁，

某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医生

我肯定不会过度溺爱孩子，现在都是
一个孩子，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都很上心，教
育观念也更新得很快，之前，我基本上没怎
么怀疑过自己对孩子的教育，但“爱暴力”
事件出来以后，我也会有意识地反思：自己
对孩子的教育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最适
合她的？

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就受过“爱暴力”
的伤害，主要是我妈对我管得特别细，不许
这样，不许那样，只许学习拔尖。我在学习
上一路遥遥领先，但人际交往能力就不行，
到现在我都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而且除了
专业知识外，基本没什么兴趣爱好，属于缺
乏情趣的一类人吧。

我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我给她报了英
语、舞蹈、绘画兴趣班，还有唱歌，她不喜欢
唱歌，后来改成学主持，这些都是在孩子自
愿的前提下，跟玩儿似的，孩子学得很轻
松，也很愉快，毕竟玩是孩子的天性，要是
强迫她上各种培训班就太“爱暴力”了。到
目前为止，孩子的性格还不错，但就是好胜
心太强了。我和老公有时候也会就孩子的
教育起一些争执，他小时候爸妈工作忙，根
本不管他，他自由自在惯了，所以，主张对
孩子要像农村喂小鸡一样散养，接接地气，
孩子长大了遇见什么困难都能自己解决。
我呢，也不会事无巨细都管着孩子，但能提
前规避的风险为什么要孩子去冒险呢？人
的一生既短暂又宝贵，我会陪伴着孩子一
起学习成长，尽量少走弯路！

维泽，男，38岁，某(美国)科技有

限公司生物工程师

很抱歉，我在教育孩子这一块几乎是
空白。我儿子是早产儿，营养过剩，7个多月
就生下来了，在医院婴儿监护室里呆了一
个多月才回家，之后就一直请了一个五星
级月嫂帮忙护理孩子，还有我爸妈也一直
帮着带孩子，我媳妇是老师，时间也多一
些，儿子基本上是他们看大的。我在孩子刚
满一岁时，就去了美国跟着老板做项目，一
年半后回国，儿子都不认识我了。出于补偿
心理，我给孩子买了很多玩具，他的玩具汽
车、飞机模型都是最好的，在这一方面，儿
子是最骄傲的。

现在儿子已经上小学了，脑瓜很聪明，
长得也虎头虎脑很可爱，但底子还是很弱，
不喜欢运动，常生病，还有就是性格太软
弱，胆子小、爱哭。明年春天我还得去美国
时，那天，刚一提这个事，儿子就哭得稀里
哗啦的，弄得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现在
只能尽量申请明年去美国时把我媳妇和
儿子一起带出去。我很欣赏美国式的教育，
孩子们简直就是泡在运动场上长大的，身
体强壮，动作灵敏，玩起来花样百出，而且
勇敢自信，有独立精神，这是需要我儿子也
是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学习的。

凤仪，女，62岁，

机关退休人员

谁的孩子谁疼，但你心里再疼他，你也
不能什么都顺着他，这个道理老百姓都懂。
我自己的两个孩子，我也是从心底疼他们，
年轻的时候，我上班再忙，我都会把一家老
小照顾好，再去干自己的事。我老伴经常
说，我这个人脾气大，我们俩这辈子没少吵
吵嚷嚷，但生气归生气，对老人该孝敬孝
敬，对老伴嘘寒问暖，我都做到了，这些，孩
子都看在眼里。你自己做出了表率，从道理
上言语上教育孩子，他能不朝好的方向看
齐吗？

我的儿子是博士，女儿也是教育硕士，
经常出国考察学习，亲戚朋友都夸他们俩
有出息，我也挺自豪。从小到大，孩子们有
不对的地方，我也批评，批评跟伤害不一
样，小孩有了什么坏苗头，你不批评他，才
是害了他。我从来不伤害孩子，用棍子打孩
子不叫爱，小孩跟大人一样也是人，你得对
他有感情。为什么现在小小的孩子都不走
正道？还不是爹妈亲手造成的？爹妈真懂道
理还能叫孩子干出那样败坏的事来？俗话
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古往今来的例子，
咱不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吗？

我邻居家有个女儿，30多岁了还
没出嫁，从小时候起，谁都知道她爸
妈疼她，在她爸妈眼里，谁家的小孩
都不如他们的孩子，结果好了，那孩
子被惯得不像样子，工作一样也干不
好，就知道吃好穿好玩好的，还要嫁
个有车有房有钱的人。谁家几辈子没
干好事要找这样的媳妇？现在两口子
到处托人巴望着给她找对象，愁死
了，当妈的还不敢说她，怕她生气，
这么大了，还靠父母拿钱给她花，以
后怎么办？爹妈疼孩子没错，把她疼
成个好孩子那才叫真疼。

访
谈>

>

恪守“爱的边界”与“教育的目的”

□安妮

拒绝爱暴力，支持正能量的传播

时间上溯到2011年，沸沸扬
扬的“药家鑫事件”，犹在眼前上
演。药父对儿子过于严厉苛刻的
教育，最终酿成了儿子的悲剧：
顺从的时候，是羔羊；反叛的时
候，是暴徒。时隔短短两年，2013

年9月，备受瞩目的“李某某强奸
案”宣判，我们又一次目睹到，是
溺爱孩子的父母，毫无约束、毫
无道德边界的爱，将儿子推向了
命运的深渊。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些都
是爱暴力最典型的例子。

与极端个案相比，身边的
“爱暴力”要隐蔽得多，做父母的
绝不会承认对子女的爱是爱暴
力，毕竟，父母的出发点都是为
了孩子好，孩子也不是动辄都走
极端。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某一
天，有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就悔之晚矣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
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
社会上一些极端事件的出现，无
疑潜伏着巨大的、未知的、综合
的社会心理危机，这些极端事件
虽是少数，但在社会学上已不再
是单纯的社会治安问题或孤立
的犯罪现象，它在更深层的意义
上折射出，在今天的社会情感和
社会心理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畸
形走势的暴戾心理。

据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全球
20%的青少年患有精神疾病。我

国3亿多未成年人，他们最弱的
是心理健康。另据报道，中国孩
子幸福指数低位徘徊，上海有
5 . 85%的孩子曾有过自杀计划，
而自杀未遂者竟达到了1 . 71%，
更有24 . 39%的孩子曾有一闪而
过的“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想法，
这些孩子无疑都处于心理方面
的亚健康状态。我们不禁要反
思，这些孩子到底怎么啦？

著名心理咨询师柏燕谊，在
首次提出“爱暴力”这个概念后，
一针见血指出，什么样的家庭教
育模式，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
果。孩子有病，家长难辞其咎。她
把爱暴力的种种表现比喻为九
重门：有因爱生恨报复家长的、
有被爱捆绑的、被控制的、失去
人生乐趣的、不能与人交往的、
除了学习毫无其他技能的、婚姻
不幸的、溺爱宠坏了的、迷失本
性的。

病症出来了，药方呢？柏燕
谊说，爱，从来不是将自己的愿
望强加给对方，从来不能强迫对
方接受，更不是控制、利用、束
缚，不是单方面依赖。爱，是尊重
对方独立的人格，让他更有力量
获得正面的成长。总归有一天会
有更多的父母认识到，其实幸福
比成功更重要。哈佛大学积极心
理学讲师泰勒·本·沙哈尔则告
诉我们，“幸福”的定义应该是

“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不久前，一场引发无数人关注的“李某某强奸案”，让大众看的看，骂的骂，却不知会不会让一
些人醒悟，父母对孩子的爱，怎么会成为摧毁孩子一生的爱暴力？作为父母，自己该如何避免这种
悲剧发生？

著名心理咨询师柏燕谊，在首次提出“爱暴力”这个概念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样的家庭
教育模式，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孩子有病，家长难辞其咎。她把爱暴力的种种表现比喻为九
重门：有因爱生恨报复家长的、有被爱捆绑的、被控制的、失去人生乐趣的、不能与人交往的、除了
学习毫无其他技能的、婚姻不幸的、溺爱宠坏了的、迷失本性的。

中国式爱暴力：
孩子有病，家长吃药

除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把脉
问诊外，笔者另外采访了教育界
的相关专家，以期有一个更完整
的解答。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
研究院博士陈琼英告诉笔者，正
如孩子营养过剩会长胖一样，爱
太多也会有副作用。

陈琼英博士的建议是，如果
可以把给孩子多出的爱给需要
爱的人，这个社会就会更美好。
我们不能一味去苛责忽视“爱的
边界”的父母，我们需要反思的
是，我们的社会、家庭、父母，都
需要给爱多一些的出口，让在物
质上和精神上相对富有的人去
给予相对贫乏的人一些帮助和
关爱，比如义工和志愿者对留守
儿童、孤儿院儿童的帮助，这种
义助行为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爱
有余力的都应以此为荣。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我们的爱不出边
界，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至

关重要的一点是：“给孩子的不
一定是孩子的，孩子自己努力争
取到的才是自己的！”

陈琼英博士另外推荐了一
本怀特海的书《教育的目的》给
读者，陈博士说：“这是每一个做
教师和父母的人都值得一看的好
书。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或是
每一个肩负教育孩子的父母都需
要想明白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
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教育好孩
子？我就不从学理而从生活来分
享体会，我在我们家墙上贴了一
幅自己写的几句话，内容是：‘只
有把孩子教育好了，父母才有美
好幸福生活的可能！一个人再成
功，孩子没有教育好是算不上成
功的，有可能会把自己一生的成
功都归零。’因此，再忙也要想着
孩子的教育，教孩子去观察身边
的事物，尽可能去做栋梁之才，
而不要长成了一棵歪脖子树。”

相关链接

测一测你的爱暴力受害程度

1 .虽然父母常常批评我，甚至打我，但我知道
他们是为了我好。

2 .当父母心情不好时，希望我不要去烦他
(她)。

3 .我通常不愿与人太亲近，以免受到伤害。
4 .如果不征求父母或朋友的意见，我很难做

出决定。
5 .我有时会无缘无故想发火。
6 .我不敢展露真实的自己，怕别人因此讨厌

我。
7 .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们应该

听我的。
8 .我总是尽力讨好父母，希望能得到他们的

认可。
9 .我理想中的爱情是一个凄美而曲折的故

事。
10 .我和父母很少深入交谈，因为这没什么意

义，反正我总是错的。
11 .我很难去信任别人，因为他们有一天会背

叛我。
12 .我发现了父母的一些不良行为，这让我恐

惧和不安。
13 .父母因为我牺牲很大，我会觉得亏欠他

们。
14 .父母总是拿我的不足跟别的孩子比，让我

痛苦而自卑。
15 .我是心比较粗的人，外出很少记得给朋友

带礼物。
16 .如果父母争吵，我会觉得起因跟我有关。
17 .有些让我丢脸的糗事，父母常常在别人面

前提起。
18 .我总是尽力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也会用

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
19 .不论怎样，父母总是对我最好的人。
20 .父母总是很疼爱我，包容我的无理行为。
21 .如果我去质疑父母的观点，可能会让他们

很伤心，甚至会减少他们对我的爱。
22 .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我常常有种无力感。
回答“是”1分，回答“否”0分。
1—8分：轻度爱暴力受害者；
你与父母的关系基本融洽，内心的矛盾也相

对较少，童年生活比较快乐。但可能因为父母的溺
爱或从小独立空间较大而比较自我，与人相处时
更在意自己的看法。有时我们需要去听听别人的
声音，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也会让你的认知更
加客观。

8—5分：中度爱暴力受害者；
你与父母的沟通较少，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

意愿强加于你，或者在你需要时没有给予及时的
关心。你希望可以得到认可，但又害怕过多暴露自
己，所以你偶尔会感到不安，想要倾诉和发泄。找
到与自己相处的方式，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改
变现状的。

15—22分：重度暴力受害者；
你的内心非常不安，父母过于强势或常常忽

视你，让你有自卑感，有时喜怒无常，不敢相信别
人，害怕受到伤害。其实，你很希望得到关注和爱
护，只是不知道该如何与外界相处。问题的根源并
不在你身上，如果能看清楚这些，你会比现在幸福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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