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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少女

成功记

“我升职了。”
“啊，恭喜！上次送的直升机摆件

可以拿出来用了。”
“哈哈，不行，再升一次才用。”
“什么时候呢？”
“哈哈，不急。”
这位OL入职场8年，年纪也不算小

了，但身材利落面容干净，笑起来有点
“二”，总叫人想起韩剧里的明朗少女。
她这8年里跳过两次槽，从乙方到甲方，
其间还结了婚。起初有点公主病，摔打
了几次不治而愈；以前喝一支藿香正气
水会醉，现在一口流利红酒经，应酬中
撑满全场；曾被卷入人事纷争充当羔
羊，也曾被构陷险些沾上无稽绯闻，都
熬过去了；至于被上司抢功劳、被同事
告黑状、被客户拒、被媒体骂等等，“那
都不算事儿”。经过了这些的她，继续绽
放有点“二”的笑容，活生生印证着“爱
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说来她供职的企业，等级森严，职
位序列漫长，眼下这职位算不上多大的
成功。真正值得关注的成功，其实是心
理的持续成长。曾经也是心理咨询来访
者的她，现在俨然已能充当自己的咨询
师，无论洞察力、看人看事的观点还是
协调关系的能力、应对变化的能力，都
超出“同期生”一大截，正是这样，她才

“不急”，有信心在这条漫长职场路上继
续走下去，不，走上去。这个专栏开篇不
就说过吗？掌握了平衡的诀窍，走钢丝
也能变成享受，而要在职场之路上走得
步步精彩，更需要一颗坚定的心。

我问：“你的诀窍是什么？”
她说：“没关系”。
这答案别开生面。不是努力平衡

各种关系吗，怎么会“没关系”？
而她的分享是这样的：
1、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等于“没

关系”。因为与其花费时间忧虑权衡，
上下摸不清左右不讨好，不如忽略。就
事论事，心底无私，反而容易被接受。

2、上司、同事、客户，与作为个人
的我没关系，什么赞、黑、支持或打压，
针对的都是我的职业角色，并不涉及
我的个人情感或者尊严。

3、记住每个人都与我没关系，没有
人命中注定要照顾我、提携我，也没有人
生来就是为了欺负我、阻碍我，这样就不
会抱有多余的期待，也不会怀有虚无的
敌意，不会无谓失望，不会过分紧张。

4、别人和我看法不同、做法不同、
价值观不同，没关系，多样才是现实。

5、做不到完美没关系，还有下一次。
6、等一等没关系，耐心会换来一切。
7、既然知道一切没关系，就微笑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方式，但每

个成功故事里，都有一些共性的积极要
素，以上就是。一句“没关系”，将平衡之
术描述得举重若轻，但要说出这么一句，
得经过多少次职场跌宕、多少次内心摇
摆，个中滋味，甘苦自知。而未来，并不在
过去的延长线上，我们不知道自己还将
经历什么、获得什么。越是未知的一切，
越值得期待。心理辅导的长远目标，是让
每个人都能培养出“自助”能力，像这篇
文章里的“没关系”少女一样，拥有理性、
宽容的人生哲学，自我关怀、自我指导，
直至自我接受。祝福每位优秀的OL，都
抱着一颗健康、美好的心，坚韧前行，走
向属于你的远方。

“平衡有术”

系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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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升初”学生：“小红花、小红旗”成了低水平学习动机

孩子进入初中，也就意味
着他们已经或即将进入青春
发育期。这是一个人从幼稚走
向成熟、从依赖走向独立、从
家庭走向社会并逐步适应社
会的重要阶段。

伴随着新的学习阶段的
来临，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会
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身体发育
进入第二高峰期，新陈代谢
快，性心理开始萌芽，心理发
育呈半成熟、半幼稚状态，接
受新事物快，但是辨别是非、
美丑、善恶的能力还有限，会
出现早恋、易躁、易怒等情况。
从小学到中学，生活和学习突
然变得紧张，相当一部分孩子

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面对突
如其来的困难和挫折，出现了
种种适应性问题。作为家长，
怎样帮助孩子尽快适应中学
生活，克服入学适应不良呢？

在这期间，父母要多些宽
容和体谅，不要一味地责骂和
训斥，多给他们一些安慰，多
倾听孩子的观点和想法，帮助
他们分析原因，走出心理成长
的误区。

1.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己。
到了重点中学或较好的

普通中学后，要有当中等生甚
至后进生的准备，即使在小学
是优秀生，在新的班级里也有
可能会成为“后进生”的一员。

家长要让孩子对自己有一个
重新的认识。

2 .帮助孩子调整学习动机，
制定学习计划。

我们知道，小学生学习动
机往往靠老师和家长调动，给
予小红花、小红旗就可以努力
一阵子，这是低水平的学习动
机。到了初中再靠小红花已经
不起作用了，家长需要引导孩
子将学习动机与远大理想目
标相联系，这样才会使孩子更
持久更努力地进行学习。利用
暑假期间，和孩子一起制定新
学期的学习计划。在制定计划
时，应当从孩子的实际出发，
目标不能过高或过低，过高则

不能坚持下去，容易半途而
废，过低则松松散散，反而会
消磨孩子的意志和兴趣。

3.让孩子学会自理、自立。
小学生绝大多数都在家

附近上学，由父母家人照顾生
活起居，自己不用考虑生活问
题。而升入初中后，有部分同
学要在学校住宿，需要自己料
理生活起居。自理能力强的孩
子，适应能力也会比较强，但
自理能力差的学生往往会出
现适应困难。因此，暑假期间
家长要有意识地锻炼孩子的
自理能力。让孩子学习洗衣
服、做家务等，多鼓励孩子勇
于锻炼自己。

“初升高”学生：别忽视高翘尾巴垂落下来的心理落差

紧张的中考结束后，许多
学生如获大赦。有关心理专家
指出，从往年看，考生在经历几
个月的紧张迎考之后，各种心
理需求在考后一段时间会出现

“井喷”现象，加上家长也由考
前的严格监管变为宽容放纵，
考生很多潜伏的心理危机就容
易出现。如不及时调整，对考生
身心健康会带来不利，此时的
心理调适与考前同样重要。

一位学生在《高一回眸》作
文中写道：在从小学、初中一路
杀过来的岁月中，谁没担过“一
官半职”？想想自己在初中时是
多么风光，何等“有作为”：一班

之长，差不多每天都要站起来向
全班发号施令。然而，上了高中，
我什么都不是，居然连小组长也
没捞到一个……不知不觉中，一
切都由“主动”变为“被动”，学习
成绩也一落千丈，以前高高翘起
的尾巴从此垂落下来了。

这种心理落差，对于新高
一的学生非常普遍。因为高一
学生都通过选拔考试进入一个
新的学校，大家的水平差不多。
升入高中，原先遥遥领先的成
绩优势也许不复存在，因此要
特别注意产生的心理落差，将
来的学习中，胜出的更多是心
理素质好、自我认识清楚者。

1 .正确地认识自己，定位自
己，评价自己。不妨在暑假期间，
认真总结自己的优势、劣势，给
自己下一步的学习做一个规划。

2 .报一个有品质的夏令营
是不错的选择。根据自己的经
济条件，选择去国外的夏令营
或国内的夏令营都可以。在同
伴的互动中，能更好地融入集
体生活，对培养自己的团队合
作精神和情商都非常有帮助。

3 .学习一些感兴趣的技能。
比如游泳、跆拳道、下围棋、学
琴、唱歌、画画、烹饪等。学习一
些技能不仅会给自己枯燥的学
习生活增加乐趣，调节繁重的

学习压力，让人生变得更丰满
更快乐，而且会让自己很有成
就感、价值感。

4 .假期“充电”。放松游玩的
同时也要适当为自己充电，可以
找高中的学哥学姐，提前了解一
下高中生活，让自己尽快步入高
中的学习生活轨道。同时，借一
些高中教材，提前进行一下预
习，为将来的学习做好准备。

暑假是属于孩子的一个
节日，预示着告别了过去，开
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做好心理
调适，用心享受这个假期，在
对新学期的期待中过得充实
而有意义。

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广
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句
话的指引下，很多家长在入学
前便给孩子报很多的辅导班，
甚至最近网上流传一句话：

“如果你的孩子在出生第二天
才进行早教，就比别的孩子落
后了一天。”

可实际上，在这样的教育
理念之下，孩子的心理隐患却
越来越多。笔者近年也接受过
不少家长的求助。

6岁男孩壮壮妈：儿子从小
就特别聪明，幼儿园期间就学
了很多的特长，珠心算、背古
诗，样样都不在话下。可没想
到，入学后孩子却像变了一个
人似的，上课不听讲，自顾自地
玩，随心所欲，不愿参加集体活
动……老师三天两头向我告
状。现在，一听到手机响我就害

怕，生怕是老师又来告状了。我
儿子到底是怎么了？

7岁女孩朵朵妈：女儿今
年刚上一年级，学习上有些跟
不上。一年级就跟不上，今后
可怎么办呢？为此，我们给女
儿报了好几个辅导班，希望能
够尽快赶上去。可是她却不好
好学，总是喊累，最近竟然跟
我说不想上学了，说上学太没
意思了。这才多大呀，就开始
厌学了，今后可怎么办呀？

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无疑是父
母对孩子未来幸福生活的希
望和期盼。从人的生理发育和
教育理论的角度出发，儿童7

岁之前确实是大脑发育和学
习的黄金期，所以在儿童时期
重视孩子的教育不无道理，而
且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关键
在于教给孩子什么，教给孩子

知识的同时，孩子的心理健康
同样不容忽视。

人生是一场漫长而艰苦
的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
人为地规定让孩子上学前就
学会多少汉字、会说多少英文
单词、会几项特长……笔者认
为，这些不是能力而只是技
能，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孩子上
学后都可以学会的。但是，多
数家长却为此费心劳力，花钱
赔时间。家长累、孩子烦，彼此
都心力交瘁。而在这场对决
中，家长赢得的是自己的面子
和虚荣，输掉的却是孩子接触
大自然、自由成长的童年。好
多孩子因为学前学得太多，上
学后反而难以集中注意力，逐
渐丧失了学习兴趣。

其实，培养孩子能力比教
会孩子知识更重要。特别是对
于幼小衔接的孩子来说，入小

学后能否具备自主学习的能
力、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我服
务的能力以及初步的人际交
往能力，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家长在暑假忽略了
这点，那么，在孩子开学前应
多进行亲子活动，陪伴孩子做
一些相关的游戏。良好的亲子
关系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
信心。多给孩子创造一些同伴
交往机会，让孩子学习人际交
往的技能，为小学同伴交往
打下基础。另外，还可以让
孩子参加一些感统训练或者
学习能力培训，让孩子在游
戏中提升学习能力，为将来
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家长
如果能从思想、情感、行为
上为孩子做好入学的准备，
那么，孩子入学后就会感觉
到小学生活是愉快、自豪、有
意义的。

新入学儿童：培养能力比学知识更重要

今年暑期，专门为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学生开设的衔接班报名火爆，不少家长
把孩子送进了各种各样的“衔接班”，家长的目标非常明确——— 比其他孩子学得更早，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笔者发现，大部分家长似乎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需要衔接，却
忽视了孩子的心理更需要“衔接”。

快开学了———

给孩子补上心理“衔接”这一课
文/刘冬燕(山东行知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培训部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热线预告

话题：如何做好留守儿童家
庭的心理引导和关爱

专家：崔舸鸣（山东润心心
理咨询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心理
咨询师，齐鲁晚报“青未了·心理
咨询工作室”专家顾问团成员）

时间：8月19日
上午9：30-11:00

免费咨询热线：96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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