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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去，追究孰对孰错已经没有意义。作为旁观者，我们惋惜年轻生命的离去、感慨家庭教育问题的同时，更应反思如何才能让悲剧
不再发生。近年来，青少年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9岁男孩因撞碎了学校的玻璃选择“跳楼谢罪”、复旦大学大一男生厌世跳楼身亡、成都一
小学生因不遵守纪律被老师批评跳楼身亡……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他们在最美的年纪选择了死亡？有人曾说“90后”“00后”是最幸福的人，
他们没有遭遇过饥荒之苦、没有经历过求知之难，父母宠爱、物质生活优越……但那些不幸事件的发生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什么我们自
认为生活顺风顺水的年代，个别青少年会选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本版稿件由实习生 边新宇
本报记者 李锋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首先创设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
环境。创设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环境要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
学校是学生的第二个家，学生从学校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和影响。因
此，优雅、洁净、文明、舒适的校园环境能给学生“润物细无声”的良好心
理影响。校园中亭阁假山、名人雕像、书画长廊、名人名言、校风校训以
及各种宣传橱窗都会给学生美的享受和理性的思考。生物园里生机盎
然，校园里繁花点点，绿草茵茵，学生在曲径廊亭中看书，这些自然风景
和人文景观无时无刻不在触动着学生的感官，使学生受到了美的熏陶和
道德的感染，在愉悦中受到教育，自觉地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创设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环境还需要创设育人情境，促进学
生心理品质的优化。目前，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问题日益增多，而人的心
理和行为又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受良好心理素质的支配，同
时，良好行为习惯又可内化、积淀为一定的心理素质。因此，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不是单纯的口头说教，更应该创设各种情境，在行动中促使学生
自我体验、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控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一
定的心理素质。健康良好的心理素质就能表现出最佳的行为效果。因
此，创设各种情境，通过心理认知暗示，能培养学生健康心理素质，促进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与此同时，还需要开展好心理咨询活动。

在校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为此，许多学校都建立了心
理咨询室，有的还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学生通过咨询、倾吐和宣泄，
释放心理压力，解决心理困惑和矛盾。据了解，咨询的学生反映出的心

理问题主要有：学习压力重造成考试的自卑、抑郁、狂躁、
恐惧等情绪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无法自制的不良行
为问题，青春期困惑的问题等。行为咨询方法的先驱者克
罗姆布鲁兹指出“咨询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帮助每一个当事

人解决他之所以来寻求帮助的那些问题。”学
校心理咨询师要给予咨询学生温暖，指导他们
自我调控，还要详细了解咨询学生的各种情
况，尊重、理解学生，保护学生的隐私，做到既
是学生的倾诉者，又是学生的咨询顾问，努力

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除了求
助于心理咨询师外，学校还可以
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举办心理健
康讲座，组织各种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等。

@Letitgoletmefree：孩子很是敏感，需要更多的关心和
爱。如果家长不能好好友善地跟孩子沟通的话，最好的办
法就是冷静过后再去了解，不然这样的悲剧还是有可能再发
生的。

@柠檬花园：家长一直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相信表扬
让人退步，批评让人有前进的动力。但是，对孩子适当表扬
和鼓励也是必不可少的。

@书香满心：现在的孩子心理问题，确实应该摆上十分
重要的位置。现在的孩子往往在溺爱中成长，心理承受能力
不强，受不了一点儿委屈。作为父母应当想办法教育子女提
高抗挫折的能力。

@妈咪心一：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中。一个成
年人在经历了世事之后，都常常会经受不住压力，更何况一
个人格还在塑造完善期的孩子。每一位父母教育孩子的出
发点都是好的，他们也希望看到孩子未来一片美好，有时只
是用错了方式。父母应当明白教育植根于爱，要告诉自己的
子女，“就算你一无是处，我还依然爱你、相信你”。

@四毛：无论在教育孩子的哪个环节，热爱生命、热爱生
活都不能缺少。

关于亲子关系，网友有话说

作为旁观者，看到此篇新闻我感
到心痛和惋惜，多么美好的年纪！本
该享受着青春年华，而纵身一跃，一
切都化为乌有。悲剧已经发生，如今
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吸取教训，让未来
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今的青少年
课业压力大，如果得不到排解和释
放，很可能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世界
是美好的，亲人、朋友给予我们无条
件的帮助和爱。我们痛心男孩儿的
离去，也担心会由此给别人做出错误
的示范。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任何
人、任何事物值得我们放弃自己的生
命。

人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生活在
世界上，不可避免遇到各种挫折，我

们必须勇敢去面对。调整心态，不要
被挫折所吓倒。有时我们心中巨大
的难题可能是我们心中的假想，挫折
并没有那么巨大，只是我们人为扩大
罢了。学会倾诉，找到一个倾听者，
可以找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寻求他
们的帮助，也可以自己写日记排解，
自己跟自己说说话、聊聊天，不要一
直停留在原地，不管什么样的挫折总
会过去，生活是美好的。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作为一个旁
观者，我们很快就会被另一个新闻吸
引过去，慢慢淡忘这件事情。但对于
男孩的家长来说，这种疼痛会伴随着
一生……因此，我们有必要引以为
戒，认真思考，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青少年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社会
大众认为其中原因是如今的家长对孩
子过分宠爱，孩子没有经历过挫折，导
致了孩子的抗压能力弱。因此，遇到
不顺心的事就容易做出偏激的行为。
我们不愿看见令人惋惜的事件再次发
生，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个本来成绩
优秀，却由于一点儿小事儿触动了他
敏感的心而致使他结束了自己的生
命。因此，我们呼吁“挫折教育”。所
谓挫折教育是指让受教育者在教育过
程中遭受挫折，从而激发受教育者的
潜能，以达到使受教育者切实掌握知
识并增强抗挫折能力的目的。但是，
挫折教育真的能帮助孩子成长吗？曾
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情景，父亲为
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带孩子去沙漠
中步行，不让孩子喝水，这样的挫折教
育真的对孩子有利吗？挫折教育不是

“折磨教育”。还有一个视频，既好笑，
又让人难受。小女孩对爸爸说：“爸

爸，你有一个缺点，知道是什么吗？就
是，你老是让人不开心。”爸爸斩钉截
铁地回答：“不能，就是要让你现在经
常不开心，以后你才不容易崩溃。不
可以做温室的花朵，否则到了社会无
法生存……”试想一下，如果孩子总是
经历一次次的失败，而得不到足够的
情绪支持，他们就会在挫折中自我怀
疑，慢慢地他们会开始觉得自己是无
能的，只要碰到困难，第一反应就是

“我不行，我做不到”。面对挫折时，孩
子首先需要的是父母无条件的情感支
持，接着孩子需要的是父母愿意和孩
子一起面对困难和挑战的那份行动。
世界本来就有风雨，父母的任务是为
孩子撑一把伞，而不是化身暴风雨中
的冰雹。

中国著名作家肖复兴曾经说过：
“孩子是整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在学
校听老师的、在家里听父母的，就连走
在大街上还得听警察叔叔的。孩子渴
望表达自己心中的诉求，却又无处表
达。”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他们生活
的主要场所，课堂上的课业压力、同学
之间的同辈压力、生活中不顺心的小
事儿，种种事情，孩子都渴望与亲近的
人诉说。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天放
学回家我都会与妈妈分享在学校里的
事情，妈妈总是认真地听我说、与我交
流。而现在呢，据我调查，大多数父母
说没时间与孩子谈话，平时工作忙，甚
至家长与孩子一张嘴就吵架。而孩子
呢，据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说，他曾经
尝试与父母交流自己心中的想法，但
父母根本无法理解自己，自己如果做
错事儿，无论发生事件的原因如何，父
母批评的永远都是孩子。很多父母和

孩子一说话就询问孩子的学习成绩，
久而久之，孩子不愿主动与父母说
话。对于家长来说，青春期的孩子叛
逆，家长再不与学生沟通，就很容易造
成悲剧的发生。现代社会智能手机的
普及，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一个有效
沟通的桥梁，平时想说的话就在微信
上发给孩子，利用网络即时沟通。网
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育的本质，
不是特长班、不是学区房，而是发自内
心的理解与爱。除此之外，肢体语言
有时比话语更有效，看出孩子的难过、
委屈以后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让
孩子知道无论在外边发生什么样的事
儿，家永远是值得依靠的港湾。对于
孩子来说，要体谅家长的不容易，不满
意的地方及时跟家长提出来，沟通是
相互的，每一方都应该勇敢迈出那一
步。世界很美，值得我们每个人用心
感受、积极生活。

我们关注于网络暴力所伤害的公
众人物，却不曾想过我们身边的有些青
少年也正在遭受着某些无形的语言暴
力。尤其是在当代应试教育的影响下，
成绩几乎是衡量一个孩子好坏的唯一
标准。曾经有人作过调查，在每个孩子
的学生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噩梦”，
那就是被“找家长”。家长来到学校不
会问你是不是受了委屈，张嘴就是批
评。可孩子呢，他们可能在学校遇到了
某些事儿，感到委屈，家庭本是孩子温
暖的港湾，他们渴望跟父母表达心中的
情感，可是父母总是打着为子女好的名
义责骂他们。父母期望孩子感受到他
们的爱，却从未问过孩子是否接受家长
的这种爱，以爱的名义给学生施压，期
望孩子成为家长心中的模样，却从未问
过孩子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儿的人。突
然想起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话：“你们现
在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小时候
多苦啊，没吃没喝，还要喂猪做饭。你
们现在除了学习啥也不用管”“咱家什
么也不用你管，你就把自己管好，学好
习”……正是这种观念形成了“中国式

教育”。孩子在社会没有参与感、在家
里也没有参与感，一旦学习生活受挫，
就会感到人生毫无意义。据统计，16%
的学生考虑过自杀，25%的孩子想过自
杀，5.85%的孩子谋划过自杀方案。如
此轻视生命，是如今的学生太过任性
吗？来自家长以爱之名的“语言暴力”，
来自教师的无视、来自社会的冷漠……
多重压力下，孩子自闭、抑郁，他们仿佛
是行走在社会的边缘人。再来看本篇
新闻事件，男孩毫不犹豫地跳下桥，我
想之前他一定是想过轻生的。“压死骆
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在学
校受到的委屈、家长的责骂与不理解，
把男孩儿心里的最后一层防线击破，对
生活的失望使他毅然决然地跳下桥
去。我曾经问过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
家长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大
多数学生都回答说会感到很生气，会把
门关起来不和父母说话。我想如果这
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久而久之，他们
就会越来越不愿意与家长沟通。由此
可见，加强沟通确实是家长和孩子的必
修课。

孩子该如何面对
父母以爱之名的“语言暴力”？

由“跳桥事件”所想到的——

孩子心里有委屈怎么办？

小 贴 士

如何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怎样对孩子实施“挫折教育”？

亲子关系系列专刊之一

世界很美 勇敢面对
内容提要：

近期，一名17岁的学生跳桥的新闻令人关注。在如花的
年纪，生命迅速凋零，令人唏嘘不已……这样的事例不仅让我
们感到遗憾，更应该让我们反思，是什么造成了悲剧事件的发
生？是孩子太过任性、缺少抗压能力？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
题？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样的事情？这一系列问题正是今
天本版将要探讨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