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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生活中每一份工作都值得被尊
重，人们在赚钱的同时，也都在为整个
社会服务，所以职业没有贵贱之分。这
段时间，小健（化名）却因女友职业的
原因，与自己父母一直闹得不愉快。

见过家长后的小健女友，觉得自
己活得很自卑，内心压力特别大，不知
道如何释怀，思索再三，狠心向小健提
出分手。前几日，小健向记者倾诉了他
的故事和苦衷。

今年29岁的小健，专科毕业，目前
在一家房产公司工作。去年年底，通过
相亲平台，他认识了现在的女友。女友
今年24岁，在外地一家殡葬公司工作。

小健坦言，自己刚认识女友时，只
觉得两人十分投缘。女友不愿多提起
自己的职业，只是两人当时还未确定
关系，小健也没有执着地问下去。直到
见面前夕，女友告知小健自己的职业
是从事殡葬工作，小健的心里开始有
些膈应。但是看照片上的女孩眉清目
秀，温婉可人，小健还是决定去女孩的
城市与她见一面。

见面后，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小
健深感女友低调之中闪耀着光芒。“她
瞬间吸引我的地方，不仅是出众的容
颜，还有很高的素养。”小健说。

“女友谈吐得体大方，之后的交往
中也不避讳自己的职业。她真诚地告
诉我，家里条件不好，当初她学殡葬专

业就是考虑到今后就业有保障，因为
他们学这个专业能定向分配工作。”小
健说，在女友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里，
已经送走几百人，她尊重每一条逝去
的生命。

听完女友的工作经历，小健深感
女孩子从事这份职业挺不容易：“收入
没有大家想象的高，平时除了上白班，
有时也要上夜班，熬夜对女生来说就
如同一把‘杀猪刀’，但她很能吃苦，坚
持下来了。”

不和别人握手、不和人说“再见”、
不参加别人的婚礼、不抱新生儿……
当女友告诉小健这些“忌讳”以后，小
健的眼眶竟不知不觉地湿润了，他感
觉到，女友从事的这份职业太不容易
了，应该被人理解。

女友大方地和小健分享了自己的
亲身经历，让他格外心疼。“有一次，她
下班坐公交车回家，在车上打电话沟
通逝者火化事宜，等到她挂了电话才
发现，车上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
有的躲得远远的。”小健说，可能女友
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待遇”，但自己挺
心疼眼前这个女孩子的，当时就下定
决心要保护好她。

初次见面，这女孩给小健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于是打算主动追求她。在
之后的交往中，小健发现，她不仅是一
个对事业专注、专业的女生，也是一个
对生活热忱、乐观的人。

不上班的时候，女友也会约闺蜜去

逛街，买新衣服、护肤品，她最喜欢的卡通
人物是皮卡丘，最喜爱的歌星是陈鸿宇，
最崇拜的运动员是谷爱凌……“我能够感
觉到，她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
孩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我认为
她更多元、更优秀。”小健说。

在很多老人的观念中，只要和死亡
沾边的，都会被说成不吉利。上个星期，
小健带女友到家里见家长，本想借着这
个机会将女友隆重介绍给父母，顺便提
一提订婚的事。小健万万没想到，一直都
盼着自己成家的父母，得知女友的职业
后，几乎是拿着扫帚硬把人家撵出去的，
这让他很没面子。

事后，女友还反过来宽慰小健，让他
不要太难过了，父母的出发点总是为孩
子好，如果只是因为职业问题，她可以做
出改变。“我真的很感动，女友完全没让
我看走眼。”小健的心中，女友识大体、善
解人意，这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
个大胆的念头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一
定要与她在一起，大不了不举办婚礼，今
后生了孩子也不告诉大家。

但是这个幼稚的想法很快就被女友
否决了。她说，希望自己的婚姻可以得到
双方父母的祝福。“说实在的，父母毕竟
是给予我生命的人，我也非常希望可以
得到他们的祝福，可是我父母的态度就
是很坚决，哪怕女友换一份工作，也不让
我继续和她交往，可是我不想辜负这么
好的女孩。”女友看小健情绪跌入谷底，
一直发信息鼓励他，让他一切向前看：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到来。”看到女友温柔的鼓励，小健
的眼泪再次不争气地流下来，他坚定地
告诉自己，这个女孩子值得自己用一辈
子去珍惜和疼爱。

◎记者手记＞＞＞
有人在生命的起点“接生”，就有人

在生命的终点“送行”，这两份职业一样
崇高，值得尊敬。可世俗的观念总是避讳
从事殡葬工作的人或事，总想与之保持
较远的距离。

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不管是内心崇
高伟大还是迫于现实，选择这份职业都需
要极大的勇气，而这份勇气值得我们敬佩
和尊重。如果她同时还能赢得美好的爱情，
更是极好的赞美和奖赏。你父母内心的不
舒服可以理解，但硬撵出门就显得没有素
质和修养了，在这么强硬的态度面前，你要
冲破观念，坚定地与女友在一起，未来面临
的困难还会很多。但希望你能勇敢地走下
去，因为这个女孩值得你这么做。

婚姻是自己一辈子的事，分不分手，
别人没办法代替你作出决定。喜欢一个
人，职业不应作为考虑的决定性因素，你
是爱一个人不是去爱她的工作。当然作
为子女，父母的意见又不可能不理，很难
有个完美的选择。但有一点很清楚：没有
爱情的婚姻容易被柴米油盐等日积月累
的小事打败。只有真心相爱的人才会愿
意不求回报，才会无怨无悔地付出，才会
不计较得失。真爱才会无私。

疫情期间，常态的日常家庭生活
状态被打破，孩子生活作息不规律、
看电子产品很难控制、居家学习问题
使亲子关系紧张程度不断升级。家长
跟孩子“相爱相杀、爱恨交织”，常常一
见面就引发各种矛盾，分开后又互相
牵挂。面对“相看两厌”的局面，家长应
该如何破局应对、营造良好的亲子关
系,提升家庭温馨怡情的氛围呢？

“居家封闭生活带来的挑战和
困难，难免会影响家庭氛围和亲子
陪伴效果。虽然疫情点燃了亲子关
系中的矛盾与摩擦，但本质上是家
庭中原本就存在着这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因疫情而宅家，正是发现问
题、修复关系的好契机。”义乌市中
心医院精神科心理治疗师崔囡囡给
学生及家长送上了亲子怡情、温暖
相伴的妙招和策略。

●客观认识并接纳现状，保持
情绪稳定

疫情只是疫情，扰动我们主观
感受的并非疫情本身，而是我们内
心中本就没被照顾好的情绪。在疫
情期间，除了积极配合政府和相关
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之外，我们
依然可以生活如常，借此机会学会
好好与自己、与家人相处。我们要接
纳疫情带来的困难现状和焦虑情
绪，也要接纳孩子在家的生活学习
本就与学校的节奏不同这一事实。

在教育孩子前，父母应先理清
自己的情绪，觉察自己是否过度担
忧焦虑，尽量以稳定健康的心理状
态去引导孩子。家长觉察到不良情
绪波动开始蔓延时，也不妨试着坦

诚表示：“因为疫情的关系，妈妈心
里也很焦虑，所以看到你一直玩手
机，会感到不安，会担心你的学习，
妈妈会自己消化这部分情绪，也相
信你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

●保持良好边界，互相尊重理解
不只是疫情期间，任何时候父

母与子女都不是捆绑一体的个体。
崔囡囡称，亲子关系中要给孩子充
分的空间与信任，很多时候孩子会
因为父母的不信任与过度约束反而
故意反叛，影响自己的学习效率，也
称“摆烂给你看”。也有很多孩子在
父母的精神强压下变得沉默、不愿
交流、喜欢闭门独处。

“建立良好的边界是对孩子的
信任，也有助于保持自身情绪不轻
易被孩子的言行扰动。”崔囡囡称，

“我们要做孩子的‘指路灯’，而不是
‘掌舵手’。我们迫切想要改变孩子
的时候，也是最难改变孩子的时候，
我们发自内心地去理解孩子的行为
动因，接纳他们当下的状态，给他们
一定的空间去处理自己的问题，反
而会有意外收获。”

●做榜样，明设置，正强化
孩子是天生的观察学习者。我

们可以看到，孩子的很多习惯都是
模仿家长而习得的，因此教育孩子
更多的应该用行为操作来带动。家
长自己要做好榜样，保持规律的作
息习惯，帮助孩子形成健康的生活
作息习惯，进而引导孩子学会自我
控制使用电子产品与学习时间的设
置。有了良好的学习、运动和作息习
惯，可以避免身心疲劳、引发不良情

绪，有助于提升亲子融洽关系。
面对孩子成绩波动、作业质量下

降等问题，家长应首先做到尊重、接
纳孩子。把“快点”“你怎么这么不努
力”改为多说“加油”“真让人高兴”等
积极的话术，指导提醒孩子，把亲切
平等的关系融入亲子陪伴中。

●劳逸结合，营造多彩生活环境
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不能只

关注孩子的学习，更要营造快乐幸
福的生活氛围。居家时期是难得的亲
子相聚时光，发起玩游戏、看电影、听
音乐、做运动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的
活动，享受家庭成员在一起的幸福比
做什么都更重要。崔囡囡称，令很多
家长焦虑的成绩只是孩子人生中阶
段性结果之一，而孩子的三观、认知
模式、待人接物方式、个人成就发展
与幸福感等才是深远持久的，这些都
取决于家庭环境与教育。

●健康有益的人文教育
疫情期间，也是对孩子进行提

升疫情认知、学习防护技巧和增进
理解共情等生命教育的契机，家长
可以从基本生存、节约粮食、挑食厌
食、自理能力等方面对孩子进行生
活教育，也可以通过志愿者工作、团
购服务、关爱老年人、感恩援助者等
方面把人文教育带给孩子，提升孩
子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幸福感。

想拥有良好亲子关系，家长不妨这样做

问：我知道自己有心理困
扰，那我这个困扰会随着时
间推移自愈吗？我一定要去
心理咨询吗？

心理咨询师答：对于轻微
的心理困扰，通过自我调节或
者其他方式可以得到改善；对
于症状较多（饮食不佳，睡眠
不良，头晕等），且持续时间较
久的心理困扰，简单的调节是
无法自愈的，而需要在专业心

理咨询师的帮助下，有效解决
心理困扰，缓解身心症状。另
外，轻微的心理困扰也可以来
进行心理咨询，首先，有的人
可能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轻微
的困扰，其次，进行心理咨询，
也可以得到咨询师专业的评
估，发现一些其他潜在的问
题，根据咨询师的建议进行短
期咨询或中长期咨询，帮助你
走向更好的自己。

心理困扰会随着时间推移自愈吗？

问：孩子今年高考了，平
常成绩处于年级中上水平，
老师说，如果发挥得好，就有
机会冲刺重点高中，但他最
近 几 次 模 拟 测 试 都 不 太 乐
观，万一没发挥好，真的“考
砸了”，该怎么办？

心理咨询师答：高考成绩
没有达到预期，一定会让家长
和孩子产生巨大的失落感。遇
到这样的情况，家长要觉察自
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情绪，
然后引导孩子合理地宣泄情
绪。与此同时，家长要适时引
导，让孩子慢慢尝试接受既
定的事实，从更长远的视角

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坚信暂
时的挫折和失利对我们都是
宝贵的财富，只要我们坚定
梦想，无论去了怎样的高校，
无论是升学还是复读，都可
以通过努力在未来重新获得
成功！不妨试着这样与孩子
交流：“孩子，我要告诉你，考
场很小，世界很大。考试是个
点，人生是条线，没有人因考
试赢得所有，也没有人因考
试输掉一生。你十二年学习
的收获，岂止是一张试卷？请
相信，如果不能尽如人意，一定
是上天另有安排。不管你考好
考坏，爸妈都等你回家吃饭。”

孩子“考砸了”怎么办？

父母不满意女友职业，
该理解还是反抗？

亲子“居家”，
在疫情中也能“怡情”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今年春天，各地区不断升级疫情防控举措，其中包括停课
停学。这场疫情，让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升学压力、开学时间不确定带来
的焦虑，互联网教学的不适应，各种情绪从四处涌来，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学生，心理防
线深受冲击。

到5月4日，江伟（化名）已经
与母亲徐女士（化名）冷战了 7
天。冷战的手段包括：不回应母亲
的任何疑问，刻意回避与母亲眼
神的对视，就连吃饭也不愿意坐
到一个餐桌上。

母子俩最近的对话发生在上
周三傍晚，导火索是母亲认为江
伟利用上网课的时间偷偷刷手
机，心思没有放在学习上，二话不
说，就没收了他的手机。

江伟今年下半年将升入高
中。前段时间模考时，他的成绩刚
够得上当地普通高中分数线。面
临升学大考和不确定的开学日，
徐女士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为了不打扰孩子，让他集中

精力学习，徐女士撤掉了家里的
电视、Ipad，就连自己也改掉回家
刷手机的习惯。然而，这一切净网
措施，因为孩子要上直播课，统统
临时取消。

每次上网课，就像是斗智斗
勇。此前江伟很少接触电子产品，而
这些日子他天天用手机听着直播课，
同时，也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聊天、听课、短视频……手机桌面上

“躺”着的各种应用软件一下子多了
起来。这让徐女士的神经迅速绷紧。

儿子在卧室上网课，徐女士
做不了别的，但她必须时刻关注
孩子的动向。“学得怎么样”“要不
要给你切点水果”……每隔一段
时间，徐女士就要推门走进儿子卧

室。关心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她用余光
扫一遍Ipad页面，这动作还要快速不
露痕迹。徐女士有时突然闯入，孩子瞬
间切换页面，这立马让她警觉起来
——是不是在玩游戏？思考再三，徐女
士强行没收了儿子的手机。

江伟也不甘示弱。冷战的第一
天，他便以不听网课表示抗议。后来
徐女士僵持不下去了，不得不把手
机还给他，条件是每次使用手机都
要向她汇报。“这么管有意思吗！”如
此不被信任，江伟感觉很不舒服，刷
手机只不过是一种放松心情的方
式，他很不理解母亲的想法。

所幸，5月4日，一家人终于收
到了学校复课的通知，母子俩的关
系才得以缓和。

一触即发的亲子战

“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
为。”原本是一句用来插科打诨的
网络流行语，在鑫鑫（化名）家却
成了最刺耳的一句话。

鑫鑫的妈妈刘女士（化名）是
一名教育工作者，老师和家长双
重角色叠加的她已被压得喘不过
气来。她坦言，身为家长，压力更

大。在封闭的屋子里，任何一个引
子，都会点燃情绪。

趁着居家上网课的机会，刘女
士为孩子安排了密集的复习计划，
希望女儿能“弯道超车”。“你英语不
行，要补补语法了”“这个知识点太
薄弱，一会要多做几道题”……原
本并不轻松的居家学习，因为母亲

临时“加料”，鑫鑫变得更紧张了。
“这个知识点老师也会强化训

练，不用额外补。”“不行，你哪有我
清楚！”鑫鑫记不清跟母亲因为学习
安排吵了多少回。“我的任何问题在
她眼里都被放大。”提到母亲的强
势，鑫鑫忍不住哭了起来，“好累，我
已经很努力了……”

强势母亲让女儿不堪重负

居家隔离期间，在学校倡议
下，小学生妮妮（化名）每天除了
学习，还和爸爸妈妈一起干家务
活，帮爷爷择菜，帮奶奶浇花，跟
妈妈学烘焙，跟爸爸洗碗扫地
……亲子互动，其乐融融，一家人
度过了一段有意义的居家时光。

小区封控期间，妮妮注意到
志愿者们忙里忙外为小区居民

服务，也非常希望出一份力。她
缠着妈妈，要学习一门眼下非
常“ 吃 香 ”的 手 艺—— 制 作 蛋
挞，希望能把自己制作的美味
蛋 挞 送 给 小 区 里 的 志 愿 者 品
尝，并通过视频讲解方式把自
己的劳动心得和志愿精神分享
给更多小伙伴。

“亲子劳动不仅帮助孩子

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还对父母
多了一份理解和体谅，感觉到孩
子仿佛一夜长大，懂得了父母长
辈的辛劳，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快
乐。”妮妮的爸爸深有感触，通过
学校的教育引导、孩子及家长的
身体力行，让孩子们懂得了“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

宅家也能享受亲子快乐

大人与孩子共享亲子阅读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