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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克
相斥相吸
之男女篇

“说到卧底啊嫉妒啊，还不都是为
了竞争吗？”一位看过这专栏的OL说，

“女人要在职场立足太难了，异性压
制，同性排挤，不用点心机怎么行？”

嗯哼，这么说我不反对。但心机用
不好就会白费，最好先弄清“竞争”到底
是怎么回事儿——— 谁和谁、争什么———
才能举重若轻、华丽制胜。借用那位OL

的说法，“异性压制，同性排挤”，不就是
“男女竞争，女女竞争”吗？世上除了男
就是女，相生相克，相斥相吸，才有共处
的乐趣，而竞争，也是共处的方式之一。
这一篇，先来说说“男女”。

不用从头讨论两性不平等的庞大
命题，自1914年女权运动者冲击白金
汉宫算起，人类已花了上百年来研究
它。而令人忧伤的是，这种不平等至今
仍未消除，说不定永远不会。因为男女
两性本来就有着不同的发展目标，硬
要追求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不但难以
实现，恐怕也未必是件好事。不扯远，
且讨论眼前。在职场上，男性是如何让
女性感到“压制”的呢？

“女的再怎么能干，也就是个点
缀，职场还是男人的天下。”

“我觉得，同一件事上，女人得多
付出5倍努力，才能打败男人。”

“稍微女性化一点，就叫‘花瓶’；
不当‘花瓶’就是‘女汉子’……‘女汉
子’还不都是被逼出来的？”

“男的一心干事业就行了，我们还
得兼顾家庭伺候老小，本来就不平等。”

……
任由OL们说下去，类似感受还多

得很。不必一一剖析，还是从“竞争”的
本质上，一起厘清三点，或许更有帮助：

其一，所谓竞争，是对于一个相同
目标的追求，目标不同就形不成竞争。
男女的目标真的相同吗？

其二，竞争的目的在于获取目标，
而不是反对其他竞争者。OL们需要

“打败男人”吗？
其三，竞争按一定规则进行。OL

们是否沉溺于“不平等”，忽略了对规
则的真正掌握呢？

用心思考这三点，也许你会发现，
男与女在职场中貌似竞争，实际却各有
所求，共处并非难事。通常，男性更注重
结果，或说是现实、具体的收益；女性则
更注重关系，以及在关系中获得的安全
感，以及关注、欣赏、赞美等情感回馈。
而另一方面，男性可以为了尊严、荣耀
而让渡实际利益，女性则可以借助有技
巧的调谐实现收益最大化。这些看似矛
盾的现实，为OL们提供了微妙的空间，
OL们要做的，其实是在确定自己的目

标之后，找出一条与男性“竞争者”
交错的路线，既避免不必要的矛
盾交锋，也让目标的实现更为高
效。

明智的OL往往是这样：当
男性获得某个职位，她拥有那
个职位周边更深入的人脉；当
男性斩获某种业绩，她控制着

长远收益的渠道；当男性强势屹
立风口浪尖，她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悄然渗透……她善于赞美男性、懂得
表面的谦退，她从不掩藏自己的性别，
也不刻意强化它，而是去凸显性别中的
正向元素，比如温暖、韧性、宽容、灵
活……这样的OL，不会被当成“花瓶”
轻视，也不用扛着“女汉子”的艰辛，是
职场上活得最滋润的人。

女性不是职场的点缀，而是职场阴
阳中绝不可少的一脉。OL们要在“男女

竞争”中实现的，也不是赢过男性，
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若将竞
争视为你死我活的战役，无
论谁打败谁，都是消耗；而
若把它变成彼此激发、彼
此协助，动态平衡的过程，
在其中不断成长、自我实
现，那，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成绩优秀的孩子———

在学习上成绩优秀的孩子，因为成
长的道路上会得到更多掌声和鲜花，更
容易得到老师、家长和同伴的广泛关
注，因此心理抗挫折的能力较弱。另
外，这种孩子往往一好遮百丑，家长和
老师会普遍忽视孩子的生活能力、交往
能力、适应能力、运动能力和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而这些能力的不足必然会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孩子未来的发展。毕
竟学习并不是孩子生活的全部，孩子需
要到社会上去和各种人打交道，需要学
会各种本领，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社
会。只会死读书的孩子往往高分低能，
在实际生活中更容易受挫。

所以，暑假期间，即使孩子热爱读
书和学习，对读书和学习有着强烈的兴
趣，家长也要控制孩子读书和学习的时
间，要尽可能多地让孩子走出课本，在
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

1 .在家里，除了自己的衣服自己
洗，或者每天坚持一次大扫除，把家里
打扫得干干净净；或者每天准备一顿
饭，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你做的美味佳
肴，那将是何等开心的事！

2 .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发展自己的
社会功能和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比如
做田野调查、入户访问、卖报纸等。

3 .参加某团体组织，在陌生的环境
中学会适应和生存，在和陌生的同伴交
往中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如参
加社会上组织的心理素质训练营、情商
训练营等。

4 .参加必要的社会公益活动，比如
每周当一天小警察、每周当一天环卫
工、到社区做一期宣传栏等。

当然，暑假期间，如果孩子能够接
受心理专家的辅导，让心理专家为自己
的心理健康把脉，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自信心不足的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些孩子由于受
到父母严厉的教育、过多的指责、过多
的干涉或保护，自我评价过低、自信心
不足，甚至存在一定的自卑心理。这些
孩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其
成长的道路上就会有更多失败的体验。
所以，家长务必利用暑假期间，帮助
孩子找回自信。

1 .每天给孩子或者和孩子一起
找出孩子的一条优点，直到找出15

条优点以上，而且每天让孩
子回顾一下自己都有哪
些优点，以提高孩子
的自信心。

2 . 每 天 早
上 起 床 后 或
者睡觉前，让
孩 子 都 对 着
镜 子 微 笑 5 分
钟 ，并 看 着 镜
子里的自己说：

“ 其 实 ，我 就 是
我，我没有什么可
自卑的！别人能做好
的事，只要我努力，也一
定 能 做 好 ！”坚 持 一 个 暑
假。

3 .找到孩子的一个爱好或者特
长，然后让孩子坚持做一个暑期，
比如练书法，比如画画，比如
练街舞……只要是孩子
喜欢的，就让孩子坚持
去做，相信通过一段时
期的训练，孩子的技能
会大大增加，从而增强
孩子的成就感，自信心
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4 .让孩子独自参加旅

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或者以心理训练
为主的夏令营，孩子独自与陌生人生活
一段时间，不仅学会生活自理，而且会增
长很多见识，还结交很多朋友，一举数
得，自然会让孩子的自信心大大增加。

人际交往不良的孩子———

交往能力是在交往过程中逐步培
养起来的，平时孩子在学校里学习，回
到家有数不清的作业在等着，孩子的人
际交往是非常有限的，孩子交往经历的
欠缺使孩子缺乏人际交往所必需的策
略和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孩子
人际交往的困扰。孩子只有与他人来往
得多了，他才能习得更多的人际技巧，
才更乐于与他人交往，也使其他孩子更
愿意与他相处。因此，暑假期间，家长
一定要设法为孩子打开生活空间，让孩
子更多地与同龄伙伴进行交往。

1 .邀请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来家里
做客，有机会时就带着孩子走亲访友，
或者让孩子们相约一起郊游，或者让孩
子们一起去看电影，家长就是要给孩子
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机会，让孩子和同
龄人在一起学习、生活、娱乐。这其中，
同伴之间必然会有矛盾和冲突，孩子在
解决人际冲突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
交往能力。

2 .让孩子每天卖5 0份报纸或5 0瓶
矿泉水 (具体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增
减)。卖报纸或卖矿泉水，孩子需要和不
同层次的人打交道，不仅要揣摩对方的
心思，而且要正确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建议，从而达成自己的意愿。孩
子成功卖出一份报纸或者一瓶矿泉水，
都会产生巨大的成就感，从而强化孩子
与人交往和沟通的意识和行
为。

意志力薄弱的孩子———

很多家长反映，孩子一放暑假就钉在
了电视机前电脑前，家长怎么说孩子都不
听，孩子一次次下保证，可几乎一次也做不
到。于是家长就抱怨孩子不听话，甚至认为
孩子撒谎。其实，这个问题错不在孩子，而
在于我们家长。因为孩子的意志力和自控
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家长完全
依靠孩子的意志力和自控力，让孩子自觉
地远离电视电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
问题需要家长态度坚决地干预。

怎么干预？不是给孩子讲道理，也不
是给孩子说危害。因为这些道理和危害
离孩子现实还很远，孩子无法亲身体验，
自然难以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1 .家长利用自己的权威，在白天上班
时间把电源线拿走，晚上再拿回家。家长直
接剥夺孩子白天看电视玩电脑的机会，晚
上可以给孩子自由去安排自己想看的电视
和想玩的电脑游戏，但最晚不能超过晚上
十点。孩子可以反抗，可以发泄，但家长要
坚持原则。孩子在家长不可动摇的原则之
下，会接受家长既定的原则，慢慢地孩子自
我的管控能力也就提高了。

2 .让孩子每天坚持一项运动，每周坚
持一项远足活动。体育运动能够很好地
提高孩子的意志力和坚持性，可以全家
一起，也可以让孩子和同学一起。

3 .如果孩子一个人在家做不到，家长
就要果断地把孩子送到有关孩子意志力培
训的训练营，让孩子在群体中接受训练。

总之，暑假，是孩子们身心放松的时
期，更是注入心理能量的黄金阶段。不管
您的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他前进的道
路上需要储备充足的心理能量，故而
暑假期间，别忘了给孩子的心理加加
油哦！

┬ 蒋 硕 (心理咨询师、婚姻咨询
师、“青未了·心理工作室”专家顾问
团成员)

“平衡有术”

系列(4)

暑假在孩子们的翘首期盼中来到了，问问孩子们，他们无不欢欣鼓舞，终于可以放松地玩了，这是
80%以上孩子的第一想法。可是，很多家长对孩子漫长的暑假表示担忧：孩子总是疯玩怎么办？

孩子老看电视玩电脑怎么办？给孩子报辅导班、特色班孩子死活不去怎么办……暑假刚
刚开始，家长就通过热线把他们的担心传递给了我。

但是，我发现，家长的担心一大堆，却唯独不担心孩子的心理问题。太多
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寒、暑假其实是孩子们进行心理疏导、给心理增加

正能量的黄金时期。如果家长抓住了这个黄金期，使孩子的心理
得到一定的疏导和提升，尤其是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家长更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像健康查体一样，或者
带孩子去和心理老师交流几次，或者让孩子

参加团体心理辅导，使孩子的心理得
到及时有效的疏导，孩子会带着

自信开始新学期的生活，
也能够较好地应对

新的问题。

暑假，给孩子注入
心理能量的黄金期

文/孔屏(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应用心
理学教授、“青未了·心理工作室”专家顾
问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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