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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看台】

“心理看台”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是心事。网络随身，世界随心，
心随e动，且听天舒随e说。

新学期伊始，李东要上大二
了。开学一周后，李东妈接到儿子
班主任电话，他说一直联系不上李
东，不知他是何原因不回学校。李
东妈一听脑袋“嗡”一下，因为儿子
10天前就带着学费、行李返校了。
焦急中，家人多方查寻，终于在同
学家找到了李东。可是李东却告诉
父母，他不想回学校读书了。父母
一听傻了眼。

李东自幼聪明好学，高中毕业
后顺利考上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
对于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父母来说，
儿子一直是他们的骄傲，更是他们
未来的希望。他们搞不懂是什么原
因导致李东要放弃别人梦寐以求
的大学生活。几经努力，他们终于
弄清了真相。原来，李东并没有回
学校，而是去了县城同学家，并在
那里打麻将输光了学费。他无法去
学校，更无颜再向父母要钱。无奈
之下，便躲在了同学家里。当家人
找来时，又只好以“不想上学”来搪
塞。

好好的孩子，怎么会迷上打麻
将赌博呢？其实，答案就在家长身
上，李东的父亲是个麻将迷。有一
年春节，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招待
客人的酒宴开始没多久，朋友打电
话对他说“三缺一”，李东爸立马撇
下客人赶去凑局。

心理学上强调观察学习或模
仿学习的重要。他认为人的多数行
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行为
结果学得的。而获得什么样的行为
以及行为的表现如何，则有赖于榜
样的作用。榜样是否具有魅力、是
否拥有奖赏、榜样行为的复杂程
度、榜样行为的结果以及榜样与观
察者的关系，都将影响观察者的行
为表现。李东是父母一手带大的，
在李东的记忆里，最能让爸爸喜笑
颜开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他考试取
得好成绩，二是自己打麻将赢了
钱。李东爸输钱倒还平静，不打不
闹。但只要赢了钱，便眉飞色舞，并
会买很多好吃的带回家与妻儿共
享。李东说老爸赢钱后显得特别

“爷们儿”。由此可推断，在李东的
脑海里自幼就有这样一种印象：爸
爸打麻将能赢钱，赢钱后形象很

“威武”，并能给家人带来福利。这
一“美好”印象带来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就是儿子潜意识里以父亲为
榜样开始学习和模仿打麻将。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
打洞”，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极端、片
面，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母、家
庭环境对孩子习性的重要影响。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言谈举
止、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情绪状
态、意志品质等无不影响着孩子。
通常，家长好学习，孩子对学习也
有兴趣；家长爱骂人，孩子也会张
口闭口吐脏字。体育世家的孩子爱
体育，文艺世家的孩子爱文艺，这
都说明家长的文化素养、特长兴趣
对孩子个性发展的暗示作用。

孟母三迁的故事众人皆知，为
了让孩子拥有一个适合学习、成长
的良好环境，孟母可谓用心良苦。心
理学家认为，孩子观察和模仿学习
的不仅是某一行为的本身，还包括
产生这一行为的心理状况，诸如价
值观、道德观、是非观、人格特征等。
而心理健康又会直接影响生理健
康，甚至还关乎家庭、社会的安定。

李东最终拿着父亲给的第二
份学费回到了学校。临行前，老爸
对他说：“东啊，爸没文化，你别学
爸。我希望你的孩子将来跟你学
好！”

┬张 泠（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
院副教授、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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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已成一场心理游戏 这五个手势中有没有你？》(《中国青年报》)一文认为，“双11”无疑是一场心理游戏。行为主
义心理学中有“强化”的概念，当人的某种反应或行为受到额外奖励，以后再次出现该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它不定定期，不
定额，却具有较强的抗消退性，让人们的消费习惯从保守转变为激进。不过，“强化”的前提是至少一次的如愿以偿。。五个手势
分别是：出手；剁手；摊手；手抖；接手。

【点评】出手：11月好像生活在商品目录里；剁手：竖起休战旗还是把手插到裤兜里；摊手：热闹是你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手抖：买与不买两个小人在打架；接手：转卖集市，“手贱”之后痛苦找下家。并非所有人都会尝到游戏的甜头，但参参与的人可
能会收获如下认知体验：理性消费永远在路上，任性是有代价的，买或不买，你心仪的那个“她”并不会真正消失，一一次购物而
已，又不是一场战役等等。

你的孩子
学你了吗

“双11” 来做一场心理游戏

“三分钟了解你是怎样的人”、“这些心理学图片能看穿你的欲望”、“测测你有没有当亿万富翁的潜质”、“你不曾曾发现的
另一个自己”、“看看你的忧郁指数有多高”……在各类门户网站、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媒介，流行着五花八门的的心理测
试，其中，不乏情感问题、生活状态等内容。有些测试给人们的闲暇时光增添了乐趣，也有些测试让人哭笑不得，甚至至产生了
自我怀疑等负性的心理暗示。

【点评】：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现代社会工作生活的压力下，也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人们就更加渴望认识自己。但凭
直觉选个图形，答几道题，就对一个人的个性做出判断，预测爱情、财富等，其准确性颇值得商榷。科学的心理测试有有着严谨
的要求和严格的过程，而上述之类心理测试简单片面、过于浮夸，多半为了娱乐传播和博点击率，不必太当真，消遣可可以，无
需放在心上。

网络心理测试 不必太当真

【心理疏导】
生活中有不少小美这样的女

孩，初看起来，小美们在两人的亲
密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她们习惯
被公主一样呵护和照顾。但是，这
种“强势”的另一面又是很无力和
虚弱的，因为她们习惯的“公主心”

“优越感”是依赖别人给予的，自己
的能力也在沉溺于公主感觉的时
候停滞不前或者日益消减。一旦另
一方不再能够给予或者减少给予
赞美和呵护的剂量，她们马上会像
豌豆上的公主一样，可以觉察到十
层被褥底下那一颗硌人的豌豆。

小美们的内心其实是被看起
来处于弱势的老公占据的，只要清
醒的时候小美们会有90%的时间都
在想和老公有关的事，都在说和老
公有关的话，老公哪句话说得体
贴，老公哪件事做得浪漫，老公什
么时候说话声音高了，老公什么场
合哪个眼神不耐烦了……反观那
些个性独立的女孩，她们在男朋友
或者老公之外会有很多生活的支
点，与闺蜜逛街，陪孩子玩耍，看书
品茶看电影，旅游聚会去摄影。依
赖让小美们丧失主动寻求生活乐
趣的能力，内心感觉贫乏无趣的时
候，手指会习惯性地指向老公———
我嫁给了你，可是你没能给我幸
福，没能给我快乐，都是因为你，所

以我不能跨过心里这个坎，因为只
有站在这里，我才可以继续指责
你，维持我的优越感。

小美其实心理上是极其自卑
的，既有作为女孩的自卑，也有由
于先天性缺陷的自卑。咄咄逼人的
女孩通常都有一颗玻璃心，心理脆
弱到甚至婆婆一句话、老公一个沉
默都容纳不了。其实，一个真正自
信的女人，内心可以包容很多差异
和不同。比如包容一个有些封建思
想不够开明的婆婆，包容一个比较
孝顺母亲不会公开纠正母亲的老
公。我可以看到他们在观念上与我
的差异，但是我并不为这种差异所
伤害，我内心有足够的力量做到温
柔而坚定：我喜欢有个女儿，我真
心为身为女人感到骄傲。等女儿长
大，我也不会刻意去强化一定要胜
过男人，而是自然而放松地去做女
性，享受成为一个女性。真正的强
大不是努力去反抗，而是笃定地走
在自己的路上。

咨询中，可以发现小美是拒绝
长大的。不想成长的小美多次说，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不愿见
他，也不愿回家，喜欢一个人读着
言情小说沉浸在美好的幻想里”，

“现实太残酷了”。小美如此留恋过
去，一心想回到爱情童话中继续当
公主，一再把注意力投注于过去及

幻想，而没有将焦点聚焦目前，聚
焦如何解决问题，聚焦如何构建更
现实、更成熟的夫妻关系。

作为小美，对一个真实的老公
其实是缺乏理解和接纳的，用小美
的话说——— 我一个名校博士生，为
什么义无反顾嫁给他一个中专生？
不就是图他对我好吗？这也是他身
上我唯一稀罕的地方。至于这个老
公个人的兴趣爱好，三观如何，父
母家庭朋友兄妹，乃至于他读过的
书走过的路，他的长处与认识的局
限性，不知小美能了解多少接受多
少。小美用自己的期待一直在裁剪
一个足够“好”的老公，当老公真实
的部分在期待之外出现的时候，小
美顿时觉得自己的世界被毁坏了。

在夫妻关系中，恨通常也代表
着爱，因为恨通常是没有被满足的
期待，只要看到这一点，降低一下
内心对爱的期待通常也会减少恨
的剂量。既然在心里可以筑起一个
坎，也可以从心里跨过这个坎。只
要愿意承认我并不是个公主，也并
非生活在童话世界，我愿意离开小
女孩的幻想城堡来到成年人的世
界，我愿意为自己遇到的矛盾负
责，我愿意寻求方法去解决这些矛
盾，当人长大了，这个曾经障碍的
坎自然看起来就小多了。

●讲述人：小美，35岁，公司职员

我到这里来是想咨询与老公
的关系问题。

我与老公有很深厚的感情基
础，我们从高中开始相恋，恋爱13
年才结婚。

我因为先天性有点耳背，所以
从小不喜欢与别人交往。记忆中同
学们没少嘲笑我，姐妹们包括妈妈
也经常调侃我，我大概是很自卑
的。直到遇见我现在的老公，他真
的把我当公主供着。

他对我的好是世界上没有第
二份的。不只是送花、甜言蜜语那

种好，而是渗透进生活里，渗透进
每一个眼神里，丝丝缕缕都那么贴
心贴肺地好：比如早上来不及吃饭
去上班，他一定会上班中间溜出来
买了热乎乎的饭再给我送到单位，
而且十几年如此。

我们婚姻的变化是从女儿降
生开始的。婆婆是农村人，有些重
男轻女的思想，这我是有准备的，
婆婆见了我和女儿第一句话就是，

“等孩子大点了可以放回老家再生
一个啊！”老公竟然屁都没放一个，
算是默认了他妈的主意。

虽然后来老公无数次赔礼道
歉，可是我心里无论如何过不去这

个坎。我父母家有六个女儿，在家
里妈妈很有地位，我们姐妹从来都
没感觉到做女孩低人一等。

老公这个表现让我意识到，关
键时刻他是站到他妈妈一边的，那
些以前的“好”是经受不住什么考
验的。我一个名校博士生，为什么
义无反顾嫁给他一个中专生？不就
是图他对我好吗？这也是他身上我
唯一稀罕的地方，现在这个“好”没
有了，我还图他什么呢？

有时候别人也劝我，这不是什
么大事，因为女儿我也不是真想离
婚，可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这个
坎。我该怎么办呢？

●案例：“心里怎样才能过去这个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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