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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三联《少年》刊文指出：对于正在读
小学和初中的孩子而言，学习中的思维能力
远比考试分数更重要。该文章认为，9—16岁
是人生的里程碑阶段，各种困惑会扑面而来。
孩子的心智发展已能支撑他们进行大量的独
立阅读和思考，却不足以解答越来越多的困
惑。

文章认为，正在读小学和初中的孩子，很
难完全通过独立思考，获得解决困惑的有效
路径和方法。除了学习知识，这个阶段的青少
年更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独立的思维判断体
系，在不断的思索中探寻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而作为家长，切莫因自己的育儿焦虑和“名校
情结”给孩子造成压力。

想到之前那则北大教授吐槽给女儿辅导
作业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对孩子如何因
材施教，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又一次
引发热议。对于6岁就能背《新华字典》的丁教
授而言，看到女儿成绩不佳，哪怕只是因为学
习衔接等因素，就导致其在孩子的教育上问
题上产生急躁与高压，而这种焦虑心理更会
传导给孩子使之更加焦虑。

仔细分析一下，父母都是曾经的“尖子
生”，内心怀有深深的“名校情结”，因此接受
不了孩子的相对平庸。其实从科研成果来看，
遗传对智力确实会产生一些作用，但可塑性
极大。也就是说，高智商的父母并不必然就生
出高智商的子女。父母都是985、常青藤名校
的高材生，并不意味着孩子也必然轻轻松
松考上这些名校。父母一旦思想
上这样认为，行动中必然
会“跑偏”。

另一方面，竞
争压力下的不
断 自 我 加
压，导致心
理失衡，动
作“变形”。
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不
能输在起跑线
上，百尺竿头还要
更进一步，于是压力
成倍数地放大。他的孩子
报辅导班，我的不仅要报班，
还要购买名师专享课；他的
孩子一周报三个班，我就要
报五个。这种竞争，这些
选择，家长疲于奔
命，付出大量的时
间代价，甚至是超
出承受能力的资金
压力，仍在咬牙坚持。

而对孩子来说，更是痛苦不
堪，可能压根儿就没这方面的特
长，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过是应

付了事，更不用说从中体会到什么乐趣了。时间
长了，孩子累了，要么消极以对，要么叛逆对抗。
本来一家人其乐融融，不由自主地“变形”成横眉
冷对、剑拔弩张。一旦处于这样的僵局之下，又怎
能培养起孩子良好的能力和素质，去应对真正的
挑战和竞争呢？

有教育专家指出，这样的“焦虑”是中国现有社
会结构下长期存在的现象。在教育这个“战场”上，不
同人群表达着不同的诉求，就此展开激烈的博弈，但
无论什么样的博弈，家长对孩子精神世界的给予同
样需要高度重视，应注重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

事实上，北大的丁教授已经改变了他的观点，
他介绍说，他已经顺利渡过了这道“难关”，对孩
子的教育，再没有所谓的“名校情结”，孩子在学
习上任其结合自己的兴趣发展，使之具备自己独
立的思维体系。丁教授认为，其实每一个孩子都
有其独到的地方，甚至是过人之处，我们作为父
母，不能就用这样一个单一的尺度，来看待孩子。
你应该善于发现孩子身上其他方面的优势，找到
最适合他的路径来协助他，让他在这个路径上充
分发展，精神生活富有，思想阳光灿烂，这样每一
个人在未来都可以成为有用之才。

孔子就曾主张“有教无类”，同时还主张要因
材施教。事实上，孔子在教育上常常因人而异，同
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如叶公问政，孔子的
回答是“近者说，远者来”；季康子问政，孔子的回
答则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显然
针对不同身份的人各有所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孔子推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所以还特别重视“寓教于乐”。

对家庭教育而言，家长善于因材施教、寓
教于乐，关键在于真正尊重孩子的主

体地位，给孩子“天生我材必
有用”的充分自信，帮

助他们最大限度地
发挥自己的特

长。丁教授就
是用这个办
法，完美解
开了困扰自
己和孩子的
那个“结”。那
些遇到同样

问题的父母们，也
不妨一试。
每一颗星星，都会散

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这些星
星点点，所汇聚成的就是深邃博
大的灿烂星空。有句话说得好，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颗探

索未知世界的心，它需要
在自己的独立思维
中展开，最初孩子
们是在父母身边进
行探索，随着年龄

的长大，他们接着就是要在广
阔的世界中行走，去探索更深
的未知的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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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提问：
我和男友相恋四年，马上要

结婚了，可我越来越不踏实，总是
想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于是
我会特别难受，想要告诉他我还没
有做好准备，可是又开不了口。现
在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我知道他
是个好人，肯定也会是一个不错的
伴侣，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不
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面对自己内
心的这份犹疑和恐慌，我该如何调
整状态，坦然面对这段关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心理专家团：
结婚是人生大事，相信每个爱

自己的人都会不断提醒自己要慎
重，所以不要急着认定你目前的状
态是问题，它至少在提醒你面对婚
姻时一定要慎重。

从描述中可以看出你是个善
良的女孩，你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四
年了，本应该很明确这段关系是怎
样的，很了解你男朋友这个人是怎
样的，现在要结婚了感觉到有些不
安，仿佛这就是你的问题。

可是婚姻和恋爱是两个截然
不同的概念，虽然看上去恋爱和婚
姻相比不过是少了一纸契约，一个

可有可无的仪式，然而对我们而言
婚姻要比恋爱庄严得多，也比恋爱
更加神圣。这就如同一个学生平时
学习很认真努力，考试成绩也一直
不错，可到了中考、高考还是会紧
张，你不能说这就是有问题的。因
为面对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气氛，
谁都会或多或少有些紧张。

面对婚姻，当你感觉有很多不
确定时，可以第一时间尝试着去体
验这些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如果让
你用几句话去描述它们，你会怎么
说，如果你尝试和男朋友沟通，你
希望他如何理解你、为你做些什
么，这样你可以踏实一点。

你想告诉男朋友你现在的状
态，可是你开不了口，我想这里面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害怕男朋友
误会，怕他不理解你，担心他觉得
自己都对你那么好了，可是你怎么
还能感觉不踏实呢？你担心他不知
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对你，才能让你
感到安全一些呢？

第二个原因是，你担心男朋友
会太好，比如他听你这么一说就会
加倍对你好，他会认为你感到不安
全一定是他不好。因为你能确认他
是很好的，而且是一个理想的伴

侣，虽然不知道这份不踏实的感觉
从哪里来，但你几乎可以确认，你
的这种感觉和他的表现没有太多
关系，所以他越是努力，你就越感
觉不好意思。

两个人既然决定要在一起，就
不能因为这些可能出现的原因而
不去和他沟通，把困惑都留在自己
心里。你可以尝试向他表达清楚，
说这些并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够好，
更不是在指责他，而是需要他的理
解和支持。他只要愿意听你说，愿
意尝试着理解你，这对你都会是莫
大的理解和支持。

成熟的男性不会因为女友有
一番这样的表达就开始怀疑是自
己没有做好，相反，他可能会感觉
女友的表达是对自己的一份信任，
他应该会在和你相处时变得更有
耐心，你们的关系也会因此变得更
加稳定。

至于你对未来婚后生活有些
恐慌，这也是很正常的。两个人选
择结婚，就证明他们不仅愿意享受
爱情的甜蜜与浪漫，更心甘情愿要
承担起一份照顾对方、孕育下一代
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这段关系
一定会经受一些考验，不久的将来

你们的二人世界可能会变成三口
之家，甚至还会要二宝、三宝，这段
关系目前的状态好并不能代表以
后就一定会发展得好，你们需要在
各种考验中彼此磨合，这是你们必
然要经历的过程。

将来会怎么样我们说了不算，
但至少现在你们是用心在面对这
段关系，你们在彼此做出决定时很
慎重，也很尊重对方。在出现了一
些想法时也会及时和对方沟通，这
样就会使这段关系变得更有弹性，
这段关系也更能经历得起风雨。

总之，如果你确认男友是个适
合结婚的对象，那你就可以放心地
把内心想法在他面前说出来，如果
这些问题藏着不说，可能会变成一
些难以言说的压力；说出来积极地
去讨论如何面对，这本身就是对这
段关系最有价值的考验，也是对彼
此的尊重。

有句话叫做“相爱容易相守
难”，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走到一
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相爱到相守
的过程，既然两个人选择在一起，
那就要共同面对一些问题，只有有
能力接受考验，彼此才有能力在亲
密关系中获得幸福。

【情感树洞】

婚期将至，如何处理内心的犹疑与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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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自身的心
理健康与精神
追求。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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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琥珀
□王优

时间从我的身体里溜走，就像忘了关的
自来水。读《山居七年》，看到这一句，不由得
顿住。

阳光从窗外探进来，玻璃瓶里的富贵竹
又添了几片黄叶子。玫瑰蔫了，向日葵蔫了，
金钱草也染了锈色。只有那束干花，紫色的
碎朵新鲜如昔。再美的花，再美的人，枯萎是
必然的，衰老是一定的，早迟而已。而时间，
亘古如斯，永逝永在。有人说，善于逃避是一
个成年人面对现实压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最
大的善意。只是，这样的善意，又能有什么意
义？想这么多干吗？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命运。禅僧说吃饭时吃饭，睡
觉时睡觉便是最好的修行。喜悦或者忧伤，
欣慰或者痛悔，许许多多，无法言说，不说也
罢。

那日走在街头，突被人拍了肩膀。抬头，
暮色里，一张陌生的面孔，眼含喜悦看过来。
心中诧异。王老师，我是某某。他说，顺手揽
过一个小女人的肩，王老师，这是我妈妈。
天！记忆里白皙清秀的男生，如今宽膊厚膀，
已然有了烟火人生的模样。略略聊过几句，
略略得知他大学之后的人生轨迹，匆匆而
别，心中不由感慨。

还记得，有一次早课之后，我正在批改
作业。他提了包子进来，抓两个放试卷上，
说，老师，先吃饭。心中讶然，想这包子是一
定要吃的。于是，也不管手指上的红墨水，抓
起就吃。空荡荡的教室里，他坐下边吃，我坐
讲台上吃。那两个并不热气腾腾的包子，这
么多年，一直热气腾腾地卧在我的肚子里。

也记得，他在文里说，母亲生二孩给他
带来的困扰和苦痛。彼时，他陷于对未来的
迷茫和失望之中，深感活着的艰难与无趣。
少年的心思如此敏感而幽深，委实令我震
惊。找合适的机会同他谈了，故意轻描淡写，
只说未来的无限可能。不想一本正经地说
教，如此沉重的话题，就是现在，亦疏于谈
起。只是，生命的历程里，需要一些饼的抚
慰，即使是画的。

许多病，不管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药物
只是辅助，能够治愈的，除了时间，还有爱与
希望。时间的长河里，闪电霹雳灼伤之处，会
长出坚固的树瘤，溢出琥珀色的树脂，亮晶
晶地折射着太阳的光芒。

市声喧哗，灯光闪烁。车来人往，熙熙攘
攘中，人间的喜与忧，皆淹没于渐浓的夜色
里。看他挽着妈妈的手臂离去，高与低的依
偎，魁梧与单薄的映衬，那样的背影，又美好
又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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