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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教融媒记者 姬明星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
回到乡下的老家，开启了一场
花生采摘之旅……”近日，在洛
阳市王祥小学升旗仪式上，五
年级学生周翔宇分享了他在
《河洛生活导报·洛阳教育》刊
发的作文（详见 10 月 22 日
C13版）。

“这是孩子第一次投稿，看
到作文见报后，孩子非常兴奋，
立马告诉了班主任石艳老师。”
周翔宇的妈妈王晓辉说，孩子
作文的辅导老师石老师也很高
兴，建议周翔宇向同学们分享
一下日常的写作经验、习惯等，
借此带动更多孩子，激发大家
的创作热情，于是就有了这次
的“国旗下分享”。

“接下来，我一定会继续努
力，多观察、多阅读、多练笔，积
极投稿！”周翔宇说，演讲结束，
学校还给他颁发了一份奖品。

“非常感谢《洛阳教育》为
孩子提供了宝贵的展示平台，
也希望我们学校有更多学生
加入小作家行列，我手写我
口，我手写我心！”该校校长王
艳艳说。

□洛教融媒记者 赵梦晨

“真不想回家，我在家
享受不了半点儿母亲对女
儿的照顾，反而要时刻替她
操心……”最近，高二女生
安安（化名）连续四周申请
周末留宿学校，她的行为引
起了老师的关注。在多次
询问下，安安终于说出了自
己的苦恼。

事 件
妈妈“长不大”
事事都要女儿操心

在我市某高中，见到高
二女生安安时，她正独自在
宿舍打扫卫生。安安说，为
了避免和妈妈相处，她已经
连续在学校待一个月了，

“眼不见心不烦”。
“我感觉我妈像个长不

大的孩子，而我像她的妈
妈，我俩在生活中的角色是
颠倒的。”安安说，因为爸妈
感情不好，爸爸几乎不怎么
着家。从她上初中开始，妈
妈就经常让她参与处理一
些复杂的家庭事务，比如姥
姥、姥爷闹离婚，妈妈作为
女儿不去劝架，反而强迫她
去劝说；经常对她抱怨生活
的不如意，需要她出言安
慰……前段时间，月考结
束的她本想回家好好休息
两天，但一到家妈妈就让她
赶紧去姥爷家调解矛盾，说
姥爷发火要暴打舅舅，“我
妈不愿回去却让我替她去
现场劝架，我拒绝后，她就
骂我不孝顺、白养我了”。
安安气愤不已，从那天起，
周末就再没回过家。

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安
说，她的情绪愈发不稳定，
原来脾气还不错，后来逐渐
变得暴躁易怒，想得特别
多。在学校，她和同学有一
点儿摩擦，都控制不住歇斯
底里地大吼、砸东西发泄情
绪；别人随口一句话，她都
要反复琢磨其中有没有什
么深意，她要相对应地做些
什么……

分 析
亲子关系颠倒的家庭
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安安和她母亲的关
系，是典型的亲子关系逆
位、颠倒。”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杨艳丽说，在健康的亲

子关系中，父母的角色是照
顾孩子，给孩子提供工具性
支持，如衣食住行等；提供
情感性支持，如爱、指导、规
则等。

“然而，有些家长受原
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在亲
子相处时无法向孩子提供
足够的支持。”杨艳丽说，成
长在这种家庭里的孩子，为
了生存和发展可能不得不
自己承担起父母的职责，或
是在未成年时就处于照顾
父母的位置。

具体表现有两种：一种
是孩子代替父母负责实际
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通常超
出了他们的能力和理解水
平，比如负责大部分家务、
照顾弟妹起居等；另一种是
孩子负责满足父母的情感
需求，如父母向孩子倾诉情
感困惑，孩子被迫成为调解
家庭矛盾的角色……

“这些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会经常压抑自己的情
感和需求以满足父母的要
求。”杨艳丽说，这类孩子出
现心理问题的概率更大、时
间更早，比如难以控制情
绪、冲动易怒、过度敏感或
抑郁等。

支 招
暂时隔离最有效
无助时可寻求学校帮助

“安安选择和母亲暂时
隔离，是个智慧的选择。”伊
滨区心理健康教研员张海
燕说，从安安的叙述来看，
安安的妈妈无法妥善控制
自己的情绪，待人处事方面
也有短板，因此，安安想改
变妈妈对待她的方式短期
内很难实现。

建议安安在妈妈心平
气和时，与其沟通并诉说自
己的委屈与困难。如果沟
通难以达到效果，则不必强
求。否则，不仅改变不了现
状，还会让自己陷入无休止
的精神内耗里，得不偿失。

当安安被负面情绪困
扰时，张海燕建议她尝试这
些方法“自救”：到空旷的地
方大喊，把负面情绪宣泄出
来；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
事情上，如：心仪的大学、理
想的工作等，用梦想的力量
支持自己前行；多和朋友沟
通，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联
系学校心理辅导老师，请她
给予专业的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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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投稿就见报了 小作者来电感谢

心灵班车

要给妈妈“当妈妈”
高二女生委屈又无奈

□洛教融媒记者 何奕儒 文/图

每周六到动物园“打卡”，
是高婉清和女儿李耔萱的“例
行任务”。母女俩去动物园不
是走马观花、喂喂动物那么简
单，而是按照既定路线先参观、
记录，回家再写参观笔记。一
年来，在妈妈的带领下，李耔萱
认识了很多动物，被同学们誉
为“动物百科全书”。

蛇和蚯蚓
傻傻分不清

“它的嘴像不漏水的渔网，
能将鱼一网打尽……”上周六
下午，在从政坊游园见到高婉
清时，她正教10岁的女儿认识
大型水鸟鹈鹕（tíhú）。除了
讲知识，她还买了小鱼让女儿投
喂，以了解鹈鹕的进食方式。高
婉清说，她每周都会带女儿看动
物，并教孩子了解动物的品种、
生活特点等。迄今为止，孩子认
识的动物不下百种。

高婉清为何这样做？这得
从一年前说起。

去年，在东方二小上学的
李耔萱上三年级，开始正式写
作文了。高婉清无意中看到女
儿的作文，发现她会穿插描写
一些小动物。“虽然文笔生动，
但动物名字经常张冠李戴，例
如：把飞蛾写成蝴蝶，把蚯蚓当
作蛇……看得人啼笑皆非。”高
婉清说，女儿从小喜欢动物也
喜欢逛动物园，直到看到女儿
的作文，她才发现孩子只是看
了个“热闹”。

“既然爱动物，就不能只当
门外汉。”高婉清说，她从网上
查找资料，打算给孩子制订一
套“游学课”。

自制“逛动物园课”
女儿越逛越上瘾

“我先买了《动物百科全
书》，又对咱们当地动物园里的
动物进行分类。”高婉清说，她
把动物分为“哺乳动物”“爬行

动物”“两栖动物”等几个大板
块。每次参观前，她先让孩子
挑一个板块，然后重点参观其
中的三四种动物。例如：了解
哺乳动物中的猫科动物，主要
参观老虎、狮子、豹子等；了解
爬行动物中的蛇目，着重参观
不同种类的蛇。

别看每次只参观三四种动
物，但延伸内容十分丰富。每
次参观前，高婉清都会提前搜
罗资料，编好“讲解词”。“因为
孩子小，我要说得有趣她才能
听进去。”她说，为了让讲解更
有画面感，她会把百科全书的
书页撕下来，和真实的动物做
对比。通常，她俩参观一种动
物要花20分钟左右。

此外，每次回来，高婉清还
会协助女儿把参观的动物绘制
成海报，巩固所学知识点。

从这学期开始，母女俩又
延伸出新的学习方式——观察
蚂蚁、蚯蚓的行走和生存方
式。“我俩就在小区里，一蹲就
是半小时。”高婉清说，回去后，
她与女儿一起写观察日记。为
方便女儿系统了解动物的生
长，她最近还在家里养起金鱼，
让女儿观察鱼每天的变化。

提前做好功课
逛动物园才会有收获

了解这么多动物，除了增

长见识，还有啥好处？高婉清
说，上了“动物园游学课”，女儿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会写作文
了，还因为对动物的描写生动、
准确，多次受到老师表扬。此
外，女儿的环保意识更强了，她
在逛动物园时，会主动捡拾垃
圾，劝阻乱投喂的游人；通过见
证动物的诞生和成长，明白生
命的意义，还交到了不少热爱
动物的好朋友，“班里同学知道
她了解动物，都说她是‘动物百
科全书’”。

李耔萱的老师东方二小四
年级班主任陈文慧说，孩子与动
物交朋友，有助于减轻学习压
力，让他们学会尊重、善待生命，
了解环保知识，培养责任心。

想让孩子通过逛动物园获
取知识，陈文慧建议家长作以
下准备：

1.提前了解 去之前告诉
孩子参观目的，和他们一起查
资料、做功课。

2.善于提问 参观时向孩
子提问，如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
么长、孔雀为什么要开屏等。

3. 补充知识 回到家后，
及时找到与参观动物相关的
视频，让孩子趁热打铁，扩展
知识面。

4.做好手记 辅助孩子制
作观察手记，把看到的动物画
出来，并用文字标记它们的身
体结构、特点、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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