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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
女儿的朋友圈屏蔽了我

关于“死亡”这件事
您跟孩子开诚布公谈过吗

七嘴八舌

爷爷去世后
孙女“精气神”被抽走了1 烦

恼

2 调
查

晨钟暮鼓：最近，我家死气沉沉，生
怕哪句话说不对触痛了女儿——我实
在不理解，都过去半年了，女儿咋还没
从她爷爷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老人
算高寿之人，办完丧事后，连我婆婆、老
公都很快走出来了，女儿却像被抽走了

“精气神”一样萎靡不振，看到爷爷用过
的东西、住过的房间都会掉泪。我知
道，她从小被爷爷带大，与老人感情深，
但一直沉浸在悲伤中也不是办法呀！
我劝她别再难过了，但她根本听不进
去。愁死我了！

卿卿我心：亲人死亡，孩子一时接受
不了也正常。我儿子却不然，为了一只小
乌龟钻了牛角尖。因为养了两年多，发现
小乌龟死后，他陷入自责，怪自己没有好
好关心小乌龟，没给它勤换水等。我觉得
这不算大事儿，为了帮他走出阴影，又买
了一只给他，他却说我在他伤口上撒盐，
他以后再也不养乌龟了……

方丈：我儿子和你们的孩子是两个
极端，他对生命一点儿敬畏都没有，对待
生死表现得也很冷漠。前段时间，他奶奶
去世了。在葬礼上，他哭不出来就算了，
居然还玩手机看搞笑视频。想起老人在
世时那么疼爱他，我就觉得自己养了只白
眼狼。

悄悄雨：只是冷漠就算了，我儿子不
仅没半点同情心，还虐杀过小动物。上小
学时，他曾将家里养的小鸡一只一只从窗
户扔了下去；上初中后，还捏爆过金鱼的
眼睛。我质问他为什么，他居然轻描淡写
地说压力太大需要发泄。我经常在电视
上看到有人虐猫虐狗的新闻，我真担心儿
子以后也会变成那样。

洛龙区高二学生琼琼（化名）：家人很
少谈这个话题，而我对死亡最直观的认知
源自高一。刚上高一时，我从同学那里得
知我的初中同桌遭遇车祸去世。一想到
以前朝夕相处的人再也见不到了，我就浑
身冒冷汗，忍不住幻想自己死亡的场景。
我将自己的感觉告诉妈妈，她却认为我

“太闲了”，总想这些没发生的事情。可
是，我忍不住一直想，根本无法
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怀疑我

患上了心理疾病。

□洛教融媒记者 吕温

朱女士：最近，我感觉我和女儿冉冉（化名）
的“距离”变远了。她今年上初二，以前放假在
家时，经常更新朋友圈动态，有时一天能发好
几条。前几天，我突然发觉她已经一个月没发
朋友圈了，点进她的主页，只能看到一条灰色
的横线。在我的追问下，她承认把给我屏蔽
了。唉！养她十几年了，有啥不能给我看的，
好失落啊！

七月的风：你是不是乱点评过她的朋友
圈？如果有，还是改掉这个习惯吧，默默地当个
看客就行。我女儿有一次在朋友圈秀她新买的
衣服，孩子她爸评论了个“这件衣服不好看”，女
儿不仅删了他的留言，还哭着和他吵了一架，说
亲戚们都能看到这条评论，害她没了面子。之
后，女儿的朋友圈就不对他爸爸开放了。

风度：你太玻璃心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有点儿小秘密再正常不过。你想看她的朋友
圈，无非就是想多了解她一些，但说实话，这效
果还不如平时多和她聊聊天呢！既然孩子不想
让家长看，咱就别看，别因为这点儿小事和他们
闹得不愉快。

宇宙飞船：我也把爸妈屏蔽了，主要是为了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担心。去年，我发了一条
朋友圈“v我50，抚慰我支离破碎的心”。这本
来是一句网络热梗，没想到却让爸妈担心了，他
们以为我遇到了难事儿，还嘱咐我没钱及时
说。为此，我解释了半天。一次两次还好，但解
释的次数多了我也很烦，索性就屏蔽了他们。

柠檬酸：我也不喜欢别人窥探我的朋友
圈。不过，我不会直接屏蔽，这一旦被发现容易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都是将微信好友设置分
组，根据我要分享的内容，确定哪个组的好友可
见。虽然烦琐，但也算实现了“朋友圈自由”，还
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景华实验初级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老师郭方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不希望家长过多干涉他们的社交，渴望拥有属
于自己的空间，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亲子关系没问题，不用太关注孩子是
否屏蔽了自己，要允许他们有私人空间。不过，
可以在日常交流中给孩子灌输安全知识，把握
好网络空间上的尺度。如果亲子关系不好，建
议及时修复。比如，先试着和孩子的好朋友等
建立友好关系，也可以多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
找找共同话题，逐步获取孩子的信任。

□洛教融媒记者 赵梦晨

“已经半年了，孩子还无法接受她爷
爷去世的事实……”最近，网友“晨钟暮
鼓”在本报家长群（QQ群号：478625402）
中倾诉的烦恼引发大家热议。关于生死，
您在教育孩子时是“讳莫如深”还是“开诚
布公”？如何引导孩子正确面对亲人离
世？过来人和专家给出建议。

“死亡教育，探讨的其实
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高级
家庭教育指导师陈洁说，但
是，可能受传统习俗的影响，
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死亡是
件不吉利的事情”，甚至连和

“死”谐音的数字“4”都被人们
所不喜，更别提大大方方和孩
子谈论“死亡教育”了。这样
的避之唯恐不及，很容易导致
孩子在面对死亡时过度焦虑、
紧张，或走向另一个极度，过
度残忍、冷漠。

要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建
议家长从以下几点着手——

●家长正视死亡，不要谈
“死”色变。当孩子询问有关
死亡的问题时，家长不要逃
避，如果不知道怎么说，可以
向孩子传达这样一个观念：人
的一生会经历三次死亡，一是
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你在生
物学角度上死亡了；二是认识
你的人到葬礼上祭奠那一刻，
你的社会地位结束了；三是最
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遗忘，
那你就真的死了。

●开始要趁早，过程要循
序渐进。向孩子普及“生死”

概念，可从五六岁开始，通过
选择适合他们观看的影片、绘
本、故事等，循序渐进地输
入。家长还可以抓住清明节、
中元节等传统节日，给孩子进
行“死亡教育”。

●不 要 对 孩 子 藏 着 掖
着。大方地讨论死亡，远比让
孩子独自去理解这件事要
好。如果遇到植物、宠物、亲
人、朋友死亡，家长没必要对
孩子隐瞒，应该用孩子能理解
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并给孩
子安慰。用分离来表述死亡，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学校也应该加强这方面
的教育。”伊滨区教体局心理
健康教研员张海燕说，在小学
阶段，建议老师通过故事、案
例分析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
生死；初中阶段则可以通过主
题班会、主题演讲等活动，让
学生在充分讨论和思维碰撞
中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高中阶
段，则可采用体验、参观、实践
的方式让学生切身感知生命
的意义，比如到敬老院义务服
务，邀请医生、护士讲述与死
亡零距离的接触等。

针对孩子们无法正视死
亡这一问题，本报记者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家长没
有对孩子进行过死亡教育。在
这些家长中，“不知道该咋说”
的家长占四成，觉得“不吉利”
而讳莫如深的家长近六成。

不过，也有近三成家长认
为，一味逃避“生与死”这个话
题不可取，和孩子谈论“死亡”
时不妨找准契机，开诚布公。

星汉灿烂：女儿五六岁
时，因为读的睡前故事中涉及
了死亡，她第一次表现出了疑
惑和惶恐。我当时没有避讳
也没有美化，向她简单讲述了
生命从起源到死亡的过程。
同时，我还告诉她“死亡并不
可怕，只要有人记得你，你就
会永远存在”。女儿听完后，
若有所思。后来，她养的小鸡
死了，虽然她也很难过，但并
没有大哭大闹，还和我一起埋
葬了小鸡。

寻寻觅觅：我觉得跟孩子
谈论死亡要讲方法、讲技巧。
如果孩子年纪小，说得太直白
会吓到他们。我比较建议用
动画或影音素材和孩子们探
讨生死。前段时间，我和孩子

一起看了《寻梦环游记》。电
影的灵感来自墨西哥亡灵节，
诠释了人们对“生、死”的观
念。影片在欢乐的氛围里表
达生、死，以及爱、家族和传
承，告诉孩子们，一些生命的
消亡伴随着一些生命的成长，
这样，孩子就不会对死亡有强
烈的恐惧感。

冯冯：我儿子刚上小学
时，对生死没有概念，在学校
随意攀折花草，并以踩死蚂
蚁，拆掉蜻蜓、蝴蝶等昆虫的
翅膀为乐。为了教育儿子，我
给他养了一只小仓鼠，并承诺
如果小仓鼠能顺利活过一年，
我就给他奖励。果然，当儿子
开始自己照顾小仓鼠后，他与
小仓鼠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也
渐渐明白了养育生命的不易，
不再折磨小动物了。

茉莉花开：我女儿上初中
时，因为外婆去世，陷入悲伤长
达一年多。我和老公无能为
力，最后给孩子报了远程教育
课程进行心理疏导，其中包括

“死亡和悲哀”“死亡和丧失”
课程，这门课效果不错，帮我女
儿走了出来。她学会了控制情
绪，对死亡也没那么恐惧了。

群策群力

●洛阳高招帮帮团

QQ群号：521345851

●洛阳中招帮帮团

QQ群号：438266522

●洛阳小升初帮帮团

QQ群号：478625402

和孩子直接谈“死亡”
六成家长觉得“不吉利”

3 提
醒

正确对待亲人离世
并非孩子自己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