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王明才 14  2025年6月23日 星期一

高考后表白女生遭拒 换个思路解开心结

女儿痴迷买各种卡游 怎么约束

 　答：孩子的需求不要直接禁止，而是把决定权
给孩子，他们只要在规则框架内，让其自己选择买
或不买，并承担结果（如买完后悔）。既满足孩子
的合理需求，又传递正确的消费观。
　　一、了解孩子为什么想要这些卡
　　经过了解，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社交需求：同学之间交换卡片等，可以说是孩
子的“社交货币”，帮他们融入一个圈子。
　　兴趣爱好：真心喜欢小马宝莉的角色或故事，
收集卡片可能是孩子对故事情感的延伸。
　　即时满足：是否被卡包的“盲抽”机制吸引，
享受拆盲盒的惊喜感？
　　二、设定孩子零花钱的使用规则
　　设定规则，提早培养孩子的财商。如每周/每月
给孩子一定额度的零花钱，让其自主支配，同时明
确：“买卡可以，但要用自己的零花钱，超支要等
下次”（让孩子学会权衡，比如“买卡”还是“买
玩具”“买文具”……）
　　延迟满足练习：如果孩子想要高价卡包，建议
分期储蓄：“这盒卡要50元，你可以每周存10元，5
周后就能买了。”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忍耐与
等待，同时享受自控后产生的成就感。
　　记账实践：鼓励孩子记录零花钱用途，月底一

起复盘。如这个月买卡花了多少？如果少买一包，
省下的钱能做些什么？
　　三、将消费与责任挂钩
 　鼓励有偿家务：如果孩子想突破零花钱额度，
可以通过简单劳动赚取，如，洗碗一次5元。注意：
日常责任如学习、自理等不和金钱挂钩，避免功
利化。
　　设定目标奖励：“如果这周每天能开心起床，
妈妈可以赞助你10元买卡。”
　　告知家庭经济情况：如果孩子的要求超出预
算，可以坦诚沟通，或让孩子学会自己攒钱等。
　　四、判断是否值得支持
　　家长对孩子的热爱进行判断，是否值得支持：
孩子真正热爱，且能说出卡片的价值（如角色故
事、艺术设计）；消费在合理范围内，不影响其他
开支（如学习用品）。
　　如果只是盲目跟风或是因抽卡机制反复索要零
花钱，甚至闹情绪，遇到这种情况要限制。
　　此外，孩子为了得到某种卡盲目无限制购买，
鼓励孩子和同学换卡，不用一直买新的。或是帮孩
子用低价购买单张稀有卡的方式，避免盲目无限制
拆包而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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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没考第一就会哭 如何引导

  家长问：10岁的女儿，近半年来痴迷于买小马宝莉等卡游，有时控制不止，一个月要
花几百元的零花钱。家长很苦恼，孩子的零花钱要如何约束并引导其正确的消费观？

　　答：孩子从“自律省心”到“考不理想就大
哭”确实让人心疼又困惑。不过，这在小学中年级
挺常见的，是孩子“成长”的信号——— 正在学习如
何面对挫折和调整期待，而家长的引导将是孩子最
坚实的依靠。我们不妨试试这样：
　　首先，接住孩子的眼泪，别急着讲道理。他大
哭时，抱抱他，温和地说：“妈妈看到你特别难
过，特别失望，因为这次没考到你想要的第一（满
分），是吗？这感觉确实很不好受。”让他知道自
己的情绪被看见了、被允许了。
　　其次，等孩子平静了，聊聊“考试”和“错
误”的新意义。“你觉得考试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必须每次都满分，还是发现哪里学得不够扎
实？”引导他思考考试的本质是“查漏补缺”。
“虽然没考满分，但妈妈看到你考前自己认真复
习，还整理了错题本，这就是很大的进步！”让他
知道努力和进步比单纯的结果更重要。

　　第三，帮孩子“松绑”，看见更丰富的自己。
“除了成绩，你还是个特别关心同学、踢球很努力
的孩子呀！这些都让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让他
知道“我是谁”远比“我考多少分”更丰富。
　　最后，营造宽松、民主的家庭氛围。家长在家
聊天时，别只围着分数转，多问问“今天学校有啥
好玩的事？”“这个新知识你觉得有趣吗？”偶尔
也分享自己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没做好”和怎么
面对的，让孩子知道大人也会“不完美”甚至“失
败”，遇到问题没关系，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解决
问题。
　　所以，别太焦虑，小学阶段是培养“抗挫力”
和“成长思维”的黄金期。成长中的每一次跌倒都
是内在力量的积蓄，相信在父母温柔而坚定的陪伴
下，孩子会逐渐明白：真正的优秀不是从未跌倒，
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找到站起来的方式，认识更广
阔的世界和自己。          本报综合

  家长问：儿子现在小学三年级，从小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也很自律，学习不需要我
们操心。但最近几次考试，他没有考到满分或第一，就会大哭。我有点担心他给自己压力
太大了，才小学三年级就接受不了自己考差，以后考试越来越多，该怎么引导？

  学生问：高考完，我向暗恋已久的女生表白了，但遭到了拒绝，我真的
很难受。这几天，我通过玩游戏来缓解，但不玩游戏时，又不由自主地想起
自己被拒绝的尴尬画面。我该怎么办？

  答：高考完鼓起勇气表白被拒，靠打游戏熬着，但一停下来
就忍不住回想那个尴尬场面，心里揪着难受，对吧？你目前正在
经历的感受和行为是非常正常且普遍的青春期情感挫折反应。虽
然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但想给你几个具体的建议，或
许能帮你更快走出来：
　　1.允许难受，别跟自己较劲。“难受”“尴尬”这
些都很正常，说明我们用心了，我们要先接住自己的
情绪，然后再为情绪“找出口”，比如，适当的游
戏时间、允许自己哭泣、写日记倾诉或者找信任的
朋友、家人聊感受寻求支持，而不要“强行坚
强”。
　　2.当大脑又不由自主想起画面感觉尴尬
时，立刻喊停！不是靠意志力硬压，而是主
动寻找能带来成就感、愉悦感的活动来转移
注意力，比如马上站起来做开合跳、快走几
圈，也可以是画画、玩乐器，与朋友聚会
等，转移注意力的同时还能重建自信，创造
积极体验，看到生活的其他可能性。
　　3.重构意义，关注成长。这次经历虽然
痛苦，但它是你成长的一部分，是教会我们
关于勇气、风险、情感、沟通的重要一课。
我们可以思考，从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什
么？（例如：更了解自己的感情？明白了表
白需要勇气？意识到被拒绝不等于世界末
日？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处理失望？）然后坚
定地肯定自己：请务必肯定自己表白的勇
气！敢于表达真实情感是值得赞赏的品质，
即使结果不如预期，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
力量的体现。
　　表白被拒是有点难堪，但并不代表你不
够好，只是说明你们俩“没对上信号”、不
合适而已。你的价值，不会因为一次拒绝就
改变，这几天对自己好一点，你值得！未来
属于勇敢又爱自己的人！

据《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