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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在“分离-个体化”理
论中曾提出：生命的成长，就是和母亲从融合到分离
的过程。而健康的“共生关系”，只存在于孩子半岁
以前。在这之后，亲子的分化便拉开序幕。父母的事
无巨细，也会演变成一种“共生绞杀”。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带母上学”的学霸杨元
元？名校毕业后，她本该有大好前程，却在青春正好
时突然离世。有网友为她感到不值，原因在于她有一
个“不离不弃”的母亲。自她考上大学后，母亲就毅
然辞职，不顾校方制度，拖着行李搬进了学生宿舍，
与女儿挤在一张床上。四年时光，杨元元没有任何隐
私而言，母亲还强调是女儿依赖自己。杨元元考上北
大自费生，却被母亲以学费太贵为由拒绝就读；本可
以去西北大学工作，因母亲嫌弃西北又穷又偏而放弃

机会；后又考上几个地方的公务员，也被母亲以各种
理由拦下。拥有数次选择的机会，却又数次向母亲妥
协，这是杨元元的无奈，也是她与母亲“依赖共生”
的悲剧。直至她考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后，不堪母亲
再次“监视”自己，才走上了绝路。
　　有人说：“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
谜一样退场了。”言语间不失惋惜，但这何尝不是母
女共生的关系让她失去了独立发展的人生呢？孩子的
问题，也是父母的问题。以前觉得关注孩子的一举一
动，会离他们近一点，于是开始“翻书包”“看日
记”，美其名曰是“关心孩子”，最终却演变成了
“拉锯战”。想起一句话说：“父母之爱都深如大
海，但有质量差别。”合格的父母，能给予，也懂
放手。

“越界”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共生绞杀”

  网上流传着一个段子：“你妈觉得你冷，你就该
穿毛衣；你妈觉得你吃得少，你就不该离开饭桌。”
乍一听，还挺好笑的。但这幽默背后，却隐藏着父母
的“侵入”和强势，也意味着他们无法认同孩子心理
的独立与分离。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边界溶
解”。
　　结合现实生活去解读，就会发现这是家庭教育中
的通病：看不见孩子的需求，又希望他们成为人中龙
凤。长此以往，父母在自我感动，孩子却陷入了孤立
无援的困境。之前一档名为《少年说》的综艺节目
中，一名初中女生对自己的妈妈喊话：“我的妈妈，
是一个特别有条理的人。”开场的一句话，让人立马
代入“她或许很幸福”的情景。可真相却不尽然，因
为女孩接着罗列的种种“规章制度”，实属严格。每
逢暑假，她的学习与生活节奏，就会被妈妈用一张表

格精确到“每时每分”：几点用餐、睡觉、完成作
业、上厕所……生活日常，全在妈妈的掌控中。女孩
试图向妈妈请求：“能不能别再对我做这么细致的规
划了？我想有自己的时间。”可为人母，只是用长辈
的经验正确为由，道出一句“这是妈妈应该做的”，
以此对孩子紧逼。女孩听到回复后，对妈妈不再期
待，只剩失落。
　　由此不难看出，父母的“为你好”，大多以自身
阅历为基石，灌输给孩子。而如此一来，孩子再难拥
有新想法、新观念，只能循规蹈矩地生活在象牙塔
中。比如，一纸被篡改的志愿书，一次阻止远行工作
的建议，一段被强行干涉的姻缘……父母这些“亲密
无间”的爱，却成了孩子的遗憾。毕竟，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活法，孩子也有自己的人生。父母保持边界，
孩子才能看见更大的世界。

父母的边界，影响孩子的世界

  最近育儿综艺《爸爸当家2》开播，看了全职爸爸
肖杰的教育方式后，让不少人深受启发。在一次父子
交心时，儿子锁锁提出想买一双篮球鞋，肖杰没有立
马答应，而是采取了一种“迂回战术”：想要篮球鞋
可以，但街舞动作得过关后，再做决定。锁锁听到老
爸的条件时，先是叹气，后想起心爱之物，还是斗志
满满地开始表演。但遗憾的是，由于多天没有练习，
他没能通过爸爸的考核，只能择日“再战”。
　　自此，一心想着篮球鞋的锁锁，晚上都在监控下
的走廊里练习舞蹈，等动作熟练后，便主动让爸爸考
核。一场完美的表演下来，虽然收获了表扬，爸爸却
告诉他：“如果你篮球打得好，那说明你是认真的，
才能拥有球鞋。”而考核过程就是父子之间来一场篮
球赛一决高下，赢了就有篮球鞋。在“我要得到”的
动力驱使下，锁锁应下这个要求，第二天就叫了几个
同学和自己组队，与爸爸对抗。三局锁锁只赢了一

局，败下阵来后，一直闷闷不乐。可在这场比赛中，
可以明显看到：肖杰并没有用尽全力，他想让孩子
赢；还在儿子情绪低落时，第一时间沟通：“一件东
西，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你努力了，所以篮球鞋已
经放在门口了。”如愿得到篮球鞋后，锁锁也从中明
白：想得到什么，要靠自己的努力。毕竟太容易得到
的东西，也很难珍惜。
　　为人父母，不强势拒绝孩子，也不对他们有求必
应，适当满足，而不是尽力满足，才能保持恰到好处
的边界。就像肖杰一样，本可以直接把球鞋送给孩
子，但他选择设置关卡，让孩子在努力的过程中悟出
道理。这何尝不是一种爱的教育呢？教育方式有很多
种，父母不只是倾尽所有，才能强势管教孩子，还可
以言传身教，与他们互动。在不突破亲子边界的前提
下，让孩子知父母不易、懂父母之爱，这才是最稳妥
的教育。        来源：新东方家庭教育

最好的爱，是恰到好处的爱

女孩毕业档案被母亲私拆后崩溃

密不透风的爱 对孩子是伤害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听到这样
的话：“快点穿上这件衣服！你难道不
知道冷吗？”“吃完这些东西，怎么这么
爱挑食呢？”“快点去做，我觉得你不能
这样放弃。”很多父母用自己的标准，
不停地去规定孩子的行为和生活，却
没有耐心考虑孩子的感受。

教育中不要过分放大恐惧

　　好习惯的养成和引导，是父母的责任，
但有时却并不是这样的。
  在公园，有位妈妈一直守在孩子的边
上，并不停地给孩子下指令。当孩子在滑梯
上的平台跪地趴着时，她赶紧说：“太脏
了，快起来！”然后指着孩子裤子上的黑色
印迹，说：“你看吧，黑了吧！”只要孩子
一动，妈妈就觉得会有危险，一直在围绕着
孩子，不停地说别摸那里，不要这样玩。而
那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也一直小心翼翼地
玩着，眉头紧拧，没有笑容。其他小伙伴在
笑声中滑下去时，他却怯生生地看着妈妈，
妈妈说：“你滑吧！慢一点。”这时他才敢
动。当小男孩一个人一直玩滑梯时，妈妈又
说：“你看小朋友都去那边玩了，我们也过
去吧。”然后拉着孩子走了过去。可孩子却
并不是很喜欢那个游戏。
　　不知道这个孩子在幼儿园的状态是怎么
样的。在妈妈的身边，他也许会被保护得很
好，但妈妈说的那些危险，在学校也会有。
妈妈又不在身边，该怎么办呢？小男孩也许
哪天也会想：为什么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
能做，其他小伙伴却可以做呢？因此，家长
不要过分放大恐惧的感觉，应当鼓励孩子去
拥抱世界。

家庭应给予孩子支撑和温暖

　　过于挑剔的父母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永远
不够好，加剧他们的自卑心理。心理学家阿
德勒提到：小孩生来弱小，所以需要依赖家
长的养育才能存活。因为弱小，所以小孩的
天性是自卑的，如果再遇到焦虑而严厉的父
母，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当小伙伴们可以开心地跑上跑下的时
候，爸妈却说这样太危险。孩子想玩泥巴、
钻草丛，家长马上说太脏了。感觉孩子做什
么事都被管着，都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
行，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当你抱怨说孩子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
时，一定要先分析自己。其实大部分问题的
根源在父母身上，在家庭的教育方式上。
　　同样的孩子，如果生活的环境或者教养
方式不同，就会有不一样的状态。那些紧紧
管束着的孩子，如果父母能反思，给其更多
的空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给予更多的
鼓励，那孩子肯定会感到更快乐、更自信一
些。那些总是被否认的孩子，如果能得到更
多的赏识和鼓励，他也会试着重建信心，在
学习上或者行为上愿意改变，变得更优
秀的。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这双大手，
给予的是支撑和温暖，还是压制和冷漠，直
接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和心理。愿家长能够信
心满满，减少恐惧，给孩子暖暖的爱意和自
信。             本报综合

大人的恐惧越多

孩子越不自信

  前段时间，网上有条热
搜备受关注：女儿因妈妈私
拆档案袋被气哭。不少网友
看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一
阵唏嘘。画面中的妈妈被女
儿大吼后，又起意拍下视频
发在网上，想让网民“教育”
下不尊重长辈的女儿。可事
态走向，却不似妈妈期待那
般，反而净是谴责她的声
音。眼看舆论愈演愈烈，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这位
妈妈才发文道了歉。
　　私自窥探孩子的隐私，
到底是爱，还是伤害？学者
李雪说：“只有父母边界清
晰，育儿问题才能迎刃而
解。”密不透风的爱，对孩子
是伤害；恰到好处的爱，才
是给他们最好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