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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夸夸我吗爸 爸 妈 妈

你问我答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枫竹：上周，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
儿子乐乐（化名）总往女厕所跑，吓得女同
学不敢上厕所。

本报记者：你儿子多大了？是不是认
不清男女厕所才总跑错？

枫竹：他8岁了，男女厕所能分得清。
他跑女厕所也不是解手，就是觉得好玩。
老师说他和同学玩捉迷藏，躲到了女厕所
的角落。上厕所的女同学突然看到后，被
吓得大叫起来。之前，他和小朋友追着玩
时，也总往女厕所跑。

本报记者：你有没有给孩子聊一聊，问
问他是咋想的，是不是对女厕所好奇？

枫竹：我和他聊过，他不是对女厕所好
奇，就是觉得这是和同学闹着玩，并且“厕
所有隔间，又看不到”。我告诉他，男女有
别，男生总去女厕所，会被认为是耍流氓。
乐乐当时点头答应不再去了，没想到却屡
教不改。我越想越怕，乐乐不会是网上说
的“偷窥狂”吧？

本报记者：孩子出现这样的行为，不一
定是心理问题，我们帮您约了专家，听听她
怎么说。

涧西实验小学校长荣蓉：乐乐总去
女厕所应该是性别意识不强、缺乏两性
边界感造成的。家长要重视起来，否则
不仅会导致孩子侵害他人，还可能导致
自己受到侵害而不自知，甚至造成思想

“偏异性化”。
对于家长来说，要先审视自己是否给

孩子带来不良影响，如总在孩子面前换衣
服、上厕所，或让孩子跟自己睡觉、洗澡等，
这会让孩子觉得“我和爸爸、妈妈平时就这
样”，对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以为然。另外，
看看孩子是不是对异性的生理、心理等不
够了解，误把女生当男生处。

了解情况后，家长要对孩子进行性别
意识教育，建议从以下三点做起：

1.注意个人行为。异性父母要与孩子
保持距离，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换衣服、上厕
所，对家中男女用的物品进行明确分类，帮
孩子建立起界限感。

2.了解两性知识。可以借助绘本、纪
录片等，让孩子了解自己以及异性的身体
构造，以及性别差异在身体上的表现，正确
认识身体的敏感部位。

3.明白男女差异。男女除了身体构造
不同，思想和行为也有差异，教孩子分辨与
同性、异性相处的不同方法，明白与异性相
处时的禁忌等，并鼓励孩子对受惊吓的同
学道歉。

□洛教融媒记者 曲若凡

“女儿已经三天没跟我正常说
过话了！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
都不合她的心意，我真不知道该咋
办了。”近日，洛龙区的李女士倾诉
了她的烦恼。她说，已经上初三的
女儿越来越难沟通，完全没了当初
贴心小棉袄的形象……

我一直致力于当个开明的妈
妈，很少给孩子压力。今年秋季开
学后，我女儿茜茜（化名）成了一名
初三生。我知道初三课业任务更
重，怕加重她的心理压力，在家里时
很少提起学习。前段时间国庆放
假，看到她闷闷不乐，我还主动提出
带她到北京环球影城玩好好地放
松一下。

本以为是哈利·波特迷的女儿
听到这个消息会很开心，没想到她
依然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连笑脸
都没给我一个，直接说：“我不想
去。”我又问她有没有其他想去的
地方，或者想不想跟同学一起出去
玩，得到的也只是一句硬邦邦的

“我哪儿都不想去”。
之后几天，女儿的情绪越来越

冷漠、暴躁，每天一吃完饭就回房
间，在我敲门给她送水果时，也只
说“别烦我”。最近三天，她甚至没
跟我好好说过一句话……

其实，自从升入初中，我跟女
儿的关系就没有之前那么亲密
了。一开始，我觉得是孩子长大、
独立了，而且女儿升学后成绩不稳
定，要强的她难免心情不好。为了
让她高兴，我每周末都给她准备好
饭好菜，还给她买喜欢的动漫周
边、汉服等，在各个方面都尽量为
她准备到最好。

但是，我做的一切好像并没有
用，女儿越来越沉默。无论成绩好
坏，她都不主动跟家里人说。有时
候，她考试发挥失常，我刚安慰几
句，她就回怼：“这些我都知道，不
用你说。”考出好成绩时，她心情会
稍微好一些，但面对家人的夸奖和
鼓励显得很不耐烦。

我怀疑自己跟女儿说话的方
式不对，就上网学习了亲子沟通课
程，甚至跟女儿说话时每一句都要
斟酌再三才说出口，但收效甚微。

现在，我们母女俩简直变成了

陌生人。我对此非常焦虑，
夜夜失眠，不知道如何当好这
个妈妈，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母女关
系回到从前……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魏书生
中学教师李瑜清：跟青春期的孩子
沟通难，是许多家长都遇到过的问
题。李女士在物质上、生活上给了
女儿茜茜良好的环境，但这究竟是
不是茜茜想要的呢？

李女士首先要了解女儿的压
力、不良情绪究竟来自哪里，是学
习、交友还是其他事情？这样才能
有的放矢，更好地与女儿沟通。在
沟通时，李女士要注意与女儿共
情，对女儿的情绪和感受做及时的
回应，不要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其次，李女士要站对“妈妈”的
位置，女儿已经让她产生畏惧沟通
的心理，说明她的内心也缺少安全
感。李女士应该先稳定自己的心
态，找准自己作为母亲应有的形
象，让父母成为父母，让孩子成为
孩子，这样李女士的内心才有力量
和女儿继续沟通。

上周月考，我史无前例地考了
第三名，回到家迫不及待地跟妈妈
分享这个好消息，妈妈却说：“你只
是侥幸考了第三名，第四名和你只
差了2分。你可不能骄傲，人家一
努力就能把你挤下去。”我被兜头
浇了一盆冷水，考试前我每天复习
到半夜，我认为这个成绩是对我努
力的回报。妈妈为什么看不到我
的努力，为什么不能为我的进步鼓

掌？她这样说太让我伤心了。
除了考试外，爸妈还经

常在我开心、努力的时候泼
冷水。去年母亲节，我攒了两

周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束康
乃馨，想给她个惊喜，她却说：

“你怎么又乱花钱，有这钱还不如
买几本习题做做。”爸爸加班回家
晚了，我会给爸爸准备夜宵，爸爸
却嫌弃我做的菜太油腻了：“你这
孩子怎么放这么多油？又浪费又
不健康，我本来就血脂高，吃完都
该去医院了。”

为啥我做什么都得不到爸妈
的认可！夸我一句就那么难吗？

洛阳新教育心理健康中心二
级心理咨询师张素霞：“父母的爱
和孩子的需求不同频”就会出现
欣欣家这种情况，根源是父母托
不住孩子的情绪，导致孩子总处
于被打击状态。

如果你也有一对儿爱扫兴的
父母，建议你尝试一下“非暴力沟
通法”。面对父母责备时，可以先
深呼吸一下，保持冷静，以“我看见

（具体场景）+我感觉（叙述情感）+

我希望（提出好的行为范式建议）”
来和父母沟通，如：“我通过自己的
努力得了第三名，希望你能夸夸
我、认可我，你这样说让我觉得很
难过。”如果实在无法获得父母的
理解和支持，可以试着寻找其他
人，如朋友、同学来分享自己的喜
悦和失落，给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出
口，而不是只盯着父母，强求他们
立刻改变。

父母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
有着他们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自身
缺点，如果实在改变不了，不妨学
会接受、宽容和理解，这会让我们
变得更强大。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父母，
不要自以为是，用自己的价值观
评判别人。如果孩子的情绪长期
得不到支持，天长日久就会对父
母失去信任。在日常生活中，建
议大家在沟通时多说一句——不
但要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还要
告诉对方需要他怎么做，争取同
频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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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咋做才合你心意我咋做才合你心意

儿子频繁进女厕所
他是“偷窥狂”吗

□洛教融媒记者
姬明星

“我到底怎么做才能
让爸妈满意？”最近，涧西区
初三学生欣欣（化名）倾诉了
自己的烦恼，不管是成绩进
步还是主动承担家务，她都
会被爸妈泼冷水。她很苦
恼，不明白父母为什么
如此让人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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