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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校被欺负

家长有必要介入吗

  伊伊妈妈问：今年十岁的女儿伊伊，最近回
家总是情绪低落。经追问得知，班里有几个男同
学总叫她“小胖子”，有时候还扯她的头发。我
担心自己的介入，会让老师与其他家长觉得太过
小题大做，也担心孩子因此在班级被孤立。不介
入，又担心伤害持续下去会加深。为此很是苦
恼，不知该怎么办？

　　心理咨询师张仲华回复：一般来说，孩子在
学校里面发生事情，家长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
种反应是孩子很受伤，家长却觉得没那么严重，
认为对方同学只是调皮、开玩笑，是自家孩子过
于矫情了；另一种家长恰恰相反，孩子讲了学校
里的事情，家长的反应比孩子还大。
　　当孩子讲学校发生的事情时，作为一名智慧
的家长，一定要观察孩子的状态并进行评估，不
能高估也不能低估，再确定是否介入，以及如何
介入？
　　家长是否介入，以孩子的感觉为标准。如果
孩子说完觉得没啥，那就问问需不需要家长帮
忙，如果需要，就去帮孩子。如果说不需要，那
家长就不要介入。如果孩子觉得自己很受伤，很
难受，那家长就要介入，直到孩子心里的阴霾扫
去为止。
　　以下是关于介入的几个方法，供家长参考：
　　一、家长首先要做到：倾听孩子的心声；接
纳孩子的情绪；蹲下与孩子平视，适当地拥抱，
给孩子安全感；培养孩子勇敢的性格，让她参加
竞技类的体育运动，在竞争和对抗中，强健身
体，培养勇敢拼搏的意志，使性格外向些；平时
多赋能孩子，赋能的话语可具体到某个点。
　　二、稳定孩子情绪，一起探讨解决方法。得
知孩子被欺负时，家长首先要稳定其情绪，了解
事情的经过。如果孩子不愿意说，可以让孩子通
过绘画等方式把情绪画出来，针对画作探讨解决
方法。
　　三、鼓励让孩子尝试自己解决和同学之间的
冲突。可以尝试这样做，与孩子进行模拟场景练
习坚定回应（如直视对方说“请停止，否则我会
报告老师或家长”）。
　　四、家长和老师干预化解：如果孩子自己未
能解决，要向老师反映，委托老师出面干预化
解。必要时联系对方家长参与化解，矛盾化解
后，过错方要道歉，并表态此种情况以后不会再
发生。
　　家长此刻的引导，能帮助孩子将挑战转化为
心理韧性的培养契机，所以，家长通过多层面应
用发展性的干预，既能解决孩子当下困扰，又能
提升孩子的心理弹性，家长避免过度保护，剥夺
孩子解决问题的成长机会，保持“支持而不替
代”的原则。若孩子被欺负干预不及时，出现心
理问题，请及时寻求心理专业人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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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的玩具熊丢了

如何安抚孩子的情绪

  君君妈妈问：君君从小有个“好朋友”———
玩具熊，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它，尤其是睡觉时
一定要有它的陪伴。一次旅途中，他睡着了，爸
爸抱他下车，把小熊遗落了。事后，君君非常伤
心。于是，我们想给他买个新玩偶替代，他也不
愿意，最近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我们不知道该怎
么做，才能让孩子改变目前这种伤心、消极的情
绪，帮孩子找到新的“好朋友”。

　　心理咨询师陈海梅回复：从君君妈妈的描述
中，我们能感受到君君对玩具熊的依赖。
　　首先，我们要接纳君君的情绪，可以这样回
应孩子：“小熊陪伴了君君这么久，就像一个最
亲密的朋友一样对不对？现在突然不见了，心里
一定很难过。”通过“情绪温度计”游戏让孩子
量化悲伤程度（如0分-10分），帮助其具象化感
受。情绪温度计就像其他温度计一样，只是它是
测量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提问的。知道自己的感受
或情绪的强度，我们用数字0到10来感受打分，
如果是10分，就表示非常满意开心；如果是0
分，就表示非常伤心难过。
　　其次，让君君给小熊做一个告别仪式，处理
分离焦虑。建议制作“记忆宝盒”：放入小熊照
片、绘画和小熊的故事、录一段告别语音等，将
实体依恋转化为“心中的小熊”：“小熊陪伴了
君君这么久，它也很想念自己的妈妈，现在它去
找妈妈了，我们希望它在妈妈的陪伴下像君君一
样幸福，小熊也会想念君君的。”
　　再次，父母协同重建安全系统。给君君购买
一个相同的小熊（如果买不到相同的小熊，可以
买相似的毛绒玩具），用“新买的小熊+妈妈拥
抱”构建双倍温暖结界：“这只新的小熊是原来
的小熊派来陪伴君君的，小熊会对君君说什么
呢？”
　　最后，亲子共同创作《小熊旅行》小故事：
原来的小熊正带着妈妈环游世界，会通过梦境分
享听到的、看到的。君君每安稳睡一晚，第二天
就可以跟妈妈一起讨论一个小熊旅行的小故事。
妈妈借机赋能：“小熊用这种方式教你什么是
爱，它希望你成为勇敢的小男子汉。”
　　学龄前儿童的过渡性客体依赖是正常发展阶
段，要避免强制戒断依恋。通过将抽象的情感具
象化为可操作的游戏化方案，既能尊重儿童的心
理发展特点，又能帮助其在安全的环境中完成哀
伤处理，最终实现从“实体依赖”到“情感内
化”的健康过渡。

  家长吐槽：今年读高一的儿子，买名牌球
鞋毫不手软，一双都要好几千元，看上喜欢的
鞋子非要不可，不给买就闹，有时没办法也只
好给买。事后沟通，看似孩子也听进去了“父
母赚钱不容易”，不过总是还有下一次，真不
知道怎么办了。

　　心理咨询师徐晓青回复：这个问题表面上
是孩子花钱没有节制，没有感恩之心，不听
话……这实际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
  孩子缺少有效陪伴、缺少自我控制，表现
为对鞋子、手办等外物的抓取，花钱没有节
制，可以说是一种对爱的索取和填补。同时，
亲子沟通方式可能存在问题，家长想要孩子听
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做决定，这是孩子成长
中的普遍矛盾。如何解决，我们一一说来。
　　一、有效陪伴。家长对青少年需要做的是
少说、少建议、少批评、尽量不说教；多听、
多感受、多探讨……减少青春期少年的孤独感
和恐惧感。社会热门话题、热门事件、孩子们
的主流观、他们的兴趣爱好等，都可以成为陪
伴的谈资，还可以一起旅游等方式陪伴。此
外，可以让孩子决定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
想法，获得更多掌控感。
　　二、定期给零花钱。孩子所谓花钱没有节
制、没有感恩之心，是他们对钱的多少没有感
觉，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
没 被 看 见 ， 孩 子 觉 得 这 是 自 己“努 力”
（“闹”，孩子认为自己“争取”）的结果，
所以花钱理所应当。家长可以根据孩子不同的
阶段，制定合适金额的零钱计划，每月发放，
让孩子可以有自行支配金钱的机会。家庭提供
日常衣食住行，额外的兴趣爱好、零食、社
交，超出日常衣食住行外的都让他们从自己的
零花钱里支出。金钱支出，家长有建议权，但
是没有决定权，如有垫付和预支，需要及时从
下个月的零花钱里扣回来。让孩子有自己掌控
自己生活、社交、兴趣爱好的机会，培养花自
己钱的能力，让孩子有机会去规划如何使用自
己的财富，甚至有机会去赚取金钱；增加青春
期孩子对于自己生活、学习和生命的掌控感。
　　三、改善沟通。随着孩子的长大，为自己
争取话语权是必然的，那么，家长学会适度放
权就变得十分必要。家长试着闭嘴和少说，学
会倾听和共情，懂得适当的时候示弱和欣赏，
以相对平等的方式去和青少年对话，会让沟通
更加有效和流畅。如果发现自己解决不了，一
定要学会求助专业人士。

孩子一味追求名牌鞋

屡教不改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