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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来诉说，我来倾听。您有苦恼，我来
排解。无论您遇到恋爱、婚姻方面的困惑，
还是产生亲情、友情、职场、社交等方面的焦
虑，抑或是您的父母、子女、亲友等心有纠
结，晚报公益心理咨询师都愿意倾听您诉
说，和您一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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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儿子殚精竭虑我为儿子殚精竭虑
他却选择躺平他却选择躺平

1 儿子沉溺游戏
不可自拔

2 儿子说手机就是他的命

绘图 吴芳

一次，我翻看了儿子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

活得很痛苦，该上学了，想到在学校没朋友，还有学习压

力，就不想去上学；该回家过周末了，一想到爸妈不停地

要求我学习、学习、学习，又不想回家，真想一死了之！”

我想缓和与儿子的关系，要带他去旅游，他不去；让他跟

我出去散步，他也不去。他拿着手机跑到他奶奶家玩

儿，到该返校了才回来。

我很后悔在儿子小的时候把他送到奶奶家，没有好

好教育儿子。我和老公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医生，都很

忙。儿子出生后，我俩顾不上管他，就让他跟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我们只在周末去看他。儿子到了该上小学的

年龄，因为他爷爷奶奶家附近有一所知名度较高的小

学，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没有接他回来，他

依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儿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限，为了补偿他，每次

去看他，我都给他买一大兜东西，还带他去吃大餐，他要

什么我都尽量满足他。我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学习，既然

我们没时间辅导他，就给他报辅导班，之前他虽然不情

愿，但都点头答应了。每次见面，我都反复叮嘱他要好

好学习，可是他一直成绩平平。

如今，到了升学的关键时刻，他却躺平了，整天抱着

手机玩儿。我觉得我太失败了，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儿子

振作起来，我快被他逼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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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眉头紧皱，言语中
充满了焦虑、无奈和失
落。她想不明白，眼看剩
几个月就该中考了，儿子
为什么不加把劲儿好好
学习，却整天沉溺游戏不
可自拔？问题出在哪里？

儿子今年上初三，明年

就要参加中考了，他的成绩

虽然不算多好，但若抓住剩

下几个月时间好好复习，考

个差不多的高中应该是不

成问题的。

我和他爸轮番上阵劝

说，可他我行我素，周末回

来书不看一眼，饭也没心思

吃，整天抱着手机玩游戏。

该返校了，我三遍五遍地

催，他才极不情愿地丢下手

机，蔫蔫地背起书包去上

学。他头耷拉着，眼睛眯

着，脚沉得抬不起来，那样

子简直像要睡着了一样，跟

玩游戏时简直判若两人。

不管啥状态，只要他进

了学校，我就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的班主任打来电话

问我：“你家孩子怎么回事

啊？上课一直睡觉……”我

的心又缩成了一团。儿子

周末回家，我质问他：“为什

么在课堂上睡觉？你再这

样颓废下去，就完了！”他很

不屑地瞥我一眼就进屋了。

我想，到了这个节骨眼

上，不能再让他玩手机，退

一步讲，即使玩，一次最多

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我得看

严点儿。

我告诉儿子，以后每天只能玩半个小时手机，其他

时间要么学习，要么休息。他顶撞我说：“为什么要学

习？我学一门技术养活自己不行吗？”我斥责他：“你爸

你妈好歹都是大学生，你不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少

不能比我们差吧？”他不吭声。我说：“报个辅导班吧，把

你弱的学科补一补！”他梗着脖子说：“不报！谁报谁去

上！”我气得把枕头摔到沙发上，他却理都不理我，扭身

进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在他的手机上安装了一个软件，能查看他玩手机

的时间。这一查不要紧，我发现儿子晚上根本没睡觉，

竟然玩了一夜游戏！

我下定决心严管他，不信治不了他！我和老公钳

子、螺丝刀一起上，把儿子房间的门锁卸了。儿子发现

后大发脾气，但也没辙。晚上，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屋

门前，猛一下推开门，他正钻在被窝里打游戏，被我逮个

正着。我夺过手机，斥责他：“你这一天玩了多长时间手

机，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骗谁呢？考不上高中，你就去

要饭吧！”

儿子从最初的慌乱不安到对我大吼：“手机就是我

的命，你要不给我，我就去死！”看他情绪那么激动，我和

他爸怕他想不开，只好把手机摔给他。

儿子从上初中起就开始寄宿。他让我们给他买手

机，我们不答应，他就用自己攒的压岁钱买手机，先后被

老师没收了三部手机，可他还是从每月的生活费中省下

钱买手机，还给游戏充值，这让我既心疼又生气。

我快被儿子逼疯了3

不少家长最关注的莫过于孩子的学习，
他们跟孩子交流总是三句话不离学习，不断
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孩子的学习稍有退步就
逼孩子报辅导班，若孩子拿起手机玩游戏就
更如临大敌。

这样的家长被焦虑裹挟，试图以打骂、
惩罚、羞辱等过度入侵等手段，把孩子按照
自己的想法进行强制性改造。

不可否认，这些家长很爱自己的孩子，
目标指向是好的，希望孩子成长得更好，但
由于家长的这些行为不尊重孩子，不顺应孩
子的身心发育特点，不合乎人性，实际上是
无效教育，甚至是一种破坏。

决定一个孩子未来高度和幸福程度的
从来都不只是物质条件，而是父母用心的陪
伴。一个没有被父母用心陪伴的孩子，就像
一辆缺油的车，缺乏内驱力。那些只关注孩
子成绩的家长，无疑就是只想让车跑却不给
车加油的人，本末倒置。

那些厌学、“手机控”的孩子在现实生活
中找不到温暖和支持，不得不在网络中寻
求，他们正是在用他们的行为呼唤家长的爱
和关心。

建议这些焦虑的家长，首先要搞清楚考
试成绩对孩子的真正意义——拥有生存本
领，解决生存问题。如果孩子没上高中，上不
了大学，他就没有出路了吗？学一门技术，能
够自立于社会，难道这样的人生就没有意义？

其次，家长要弄清学习是孩子的事，谁
的事就让谁做主。家长过度干涉，是为了孩
子，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

再次，角色互换，家长把自己放到孩子
的位置上，感受孩子所处的环境、体会孩子
的感受，可能就明白孩子为什么会处处跟家
长对着干了。

最后，家长教育孩子时，一定要情感在
前约束在后。家长只
有和孩子建立起深厚
的情感连接，孩子才
会发自内心地相信爸
爸妈妈永远爱我、需
要我，才会拥有健康
的身心，活力满满地
迎接一切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