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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了，预示着孩子
们又要从自己的“小家庭”里走出
来，融入学校“大家庭”中去。环境
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一些孩子出现
心理不适的症状，如表现出哭泣、
烦躁、焦虑、抑郁、失眠等情况。对
此，义乌市城市有爱公益协会副
秘书长、亲青帮工作室副主任、国
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贾春梅表示，
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和体会，其
实这不仅仅是孩子，就是成人在
适应新环境时也需要有一个身体
和心理调适的过程，只是有些人
的表现症状明显，有些人表现不
明显罢了。

看一个孩子能否很好地适应
集体生活，主要是看他是否具备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这些能力是我们的孩子从牙
牙学语开始，在家庭生活中就已
经不断向父母学习了。他们通过
观察与学习父母的语言和非语言
（行为表现），学会了如何表达自
己的观点、怎样处理人际关系。

当父母觉得孩子在人际关系
方面有问题时，可以先反思自己
平时是如何教育或示范的。因为
父母跟孩子之间是如何相处的，

都会直接影响孩子跟别人相处的
方式。所以平时我们当父母的要
尽可能经常提醒自己，待人接物
要做到文明礼貌、谦虚恭让，可以
教导孩子主动向别人表达自己的
善意，用一些助人或善意的小举
动，缩短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如主
动微笑、称赞别人、学会分享等。

在集体生活中，最容易受到
同伴欢迎的是那些具备良好同理
心、乐于分享、有团结协作能力的
孩子。有些孩子在家里长辈面前
当惯了“小皇帝”“小公主”，有
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不愿
意 接 受 来 自 外 界 的 不 一 样 声
音。可是在学校，大家一起学习
生活，难免观点不一致，会发生
各种矛盾冲突，甚至可能经历
一些挫折、委屈。

贾春梅建议，父母可以在孩
子入学前，通过讲故事、玩游戏、
家务分工等方式，给孩子打一下
人际关系的“预防针”，让孩子明
白在任何一个集体中生活，团结
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遇到矛盾
冲突时可采用哪些正确的处理
方法。

在新学期这个特定的时间段

内，在孩子适应集体生活困难这件
事情上，有两种类型的孩子，最容易
让父母产生焦虑和担心的情绪。一
类是孩子性格天生就偏内向，平时
就不善言辞，与同伴关系疏离；另一
类是孩子在家里家外表现反差巨
大，用家长的话说，就是在家像一条

“龙”，在外像一条“虫”，这类孩子时
常会让家长很抓狂，有一种“恨铁不
成钢”的感觉。

而孩子在不断成长，他们需要
走出家门，融入外面的世界，父母应
该帮助他们学会适应群体生活，这
是每个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孩子，在陪伴
孩子适应集体生活这件事情上，方
法都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需要父
母更耐心地陪伴和引导孩子，千万
不要用嘲讽、批评、指责等错误方式
对待孩子！

如何帮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中秋本是家人团聚的佳节，但今年
中秋节的前一周，罗瑶（化名）和丈夫俊
凯（化名）两人却开启了为期30天的婚
姻冷静期。

“没想到，我们在一起两年多，最后
因为养狗的事，她竟然真的要和我离
婚。”妻子的决绝，让俊凯有些恍惚，他开
始反思，是自己错了，还是妻子太偏执？

俊凯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两年前
在一次聚会上初见罗瑶时，罗瑶穿着一
身连衣裙，话不多，大多时候都是安静地
笑笑。这样文静又爱笑的女孩，瞬间深深
吸引了他。在朋友鼓动下，俊凯主动搭讪
罗瑶，两人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罗瑶的微信朋友圈中，出镜最多的
就是家里的小狗，遛狗、驯狗……罗瑶乐
在其中。

“你很喜欢小狗呀？”俊凯问道。
“嗯，小狗很可爱啊。”说起小狗，腼

腆的罗瑶打开了话匣子。
从小到大很少接触宠物的俊凯，虽

然很难理解罗瑶为何这么喜欢小狗，但
是为了可以和心仪的女孩有共同话题，
他也开始关注起很多养宠物的公众号，
但他万万没想到，养狗问题成了他们未
来生活最大的矛盾。

交往中，俊凯得知罗瑶自小父母离
异，从小生活在爷爷奶奶家，工作后这只
小狗就一直陪伴着她，这也让俊凯对这
个女孩多了一份怜惜。“我想照顾你，给

你一个完整的家。”在2020年的盛夏，俊
凯向罗瑶求婚，两个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结婚后，俊凯的家里顿时热闹了不
少，一狗两人三餐四季。由于罗瑶此前
习惯了抱着小狗睡觉，小狗经常偷跑到
主卧床上，这让俊凯很不习惯，觉得床
都脏了。平日里，小狗行动自由，因而床
上、沙发上，甚至冬天大衣上，都会时不
时发现狗毛。

“我们平时出去，主卧门都关上吧，不
然它们啥时跑进去都不知道。”俊凯建议，
或者买个狗笼，不在家时将狗关起来。

“小狗关着会得抑郁症的，多可怜
呀！”罗瑶总是我行我素。见此，俊凯也
不好再说啥，妻子喜欢，那他就只能多
包容了。

结婚后第二年，罗瑶发现自己怀孕
了。对于这个新生命，夫妻俩都充满着期
待。俊凯开始在网上查看孕妇需要注意
的事项。“我看网上都说孕妇最好不要养
狗，狗身上携带病菌，万一染上弓形虫就
不好了。”俊凯这次提议，把小狗送到乡
下亲戚家里去寄养。

“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的，不都是好
好的吗？”罗瑶表示反对。俊凯只能耐心
劝说，但罗瑶坚决不肯，最后双方各退一
步，把狗狗关进笼子里。

小狗被关在笼子里，让罗瑶很心疼，
觉得小狗可怜兮兮的。有时下班早，她就
趁着俊凯不在家，偷偷将小狗放出来。反
复几次后，俊凯生气了，两个人为了这事
吵得不可开交，一个指责对方没有爱心，

一个指责对方不爱惜身体。
每次下班回到家，看到早上出门关在

笼子里的小狗又在客厅里，俊凯的脾气就
上来了，加上工作压力太大，他在大吵后
忍不住揍了小狗好几次，两个人之间的矛
盾也就越来越深。在一次大吵后，罗瑶的
情绪崩溃了，她就带着小狗离家出走。

那一刻，俊凯脑子里满是后悔，他担
心妻子产前得抑郁会做傻事，也责怪自
己太冲动。直到一个星期后，俊凯才联系
上罗瑶。听说罗瑶身体不舒服在医院后，
他赶紧跑到医院，得知孩子保不住了，俊
凯既心痛又生气，心痛的是一个新生命
没了，生气的是妻子不爱惜身体。

可看到妻子那无助的神情，他只能
安慰她。他想着，两个人还年轻，以后有
的是机会。可是看着妻子逗狗时的肆无
忌惮，一丝不满还是藏在了心底。

有时，心情不好的俊凯会打几下小
狗，可是罗瑶听到小狗的叫声，就心疼
了，一把抱过小狗，坐在沙发上安抚。担
心罗瑶一个人在家里想得太多，俊凯就
劝她出去找个轻松的工作。可是罗瑶拒
绝了，每天在家都抱着小狗。

这些小矛盾，俊凯没有放在心上，却
在罗瑶心里埋下了绝望的种子。再一次见
到俊凯揍了小狗后，罗瑶决绝地提出离
婚，甚至丝毫不留余地。俊凯想着，或许罗
瑶把狗当作家人，可他只是把狗当作宠
物，两个人沟通太少，导致渐行渐远，他等
着时间抚平两个人的伤口，也希望自己可
以从这次失败的婚姻中吸取教训。

◎记者手记＞＞＞
家里养些小宠物，确实能让主人的生

活增添不少乐趣。可宠物毕竟也是有灵性
的物种，饲养时间久了，主人和宠物之间
会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如果只是独
身者，养只宠物做个伴消除寂寞没问题。
如果是有伴侣有家庭的人，养宠物时，一
家人要是没有沟通好，就会很容易造成家
庭矛盾。

当婚姻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沟通
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如果每个人都
能用心和对方沟通，然后站在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就不会被困在某一种顽固的
思想中。有时候，当你用旁观者的角度去
看待事情时，也许你会发现自己的固执是
多么的不合理。

对于罗瑶来说，小狗便是她的家人。
而丈夫的行为对她而言，无异于家暴行
为，每次施展在狗身上的虐行，无异于施
展在她的身上。就如同，她看着自己的孩
子被关进笼子里，或被揍，日积月累，她如
何能不恨呢？这是没有养宠物的人所不能
理解的。

但是，结合各种资料显示，养狗存在
弓形虫感染的风险，而弓形虫病毒主要
的影响是可能导致胎儿畸形，造成流产等
恶果。女性在备孕和怀孕期间，如果能不
养宠物就尽量别养。毋庸置疑的是，养宠
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可是也不要为了
养狗而影响与家人之间的感情，更不能影
响到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因为一条宠物狗
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本报讯 8 月 31 日，由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关工委主
办，义乌市麦穗花家庭教育服务中心承办的线上家学堂如
期开讲。

本期“线上家学堂”围绕“如何帮孩子克服骄奢之气”主
题展开。家庭教育咨询师、青少年心智力导师、学习治疗师
徐夙窘在线为家长“开方”。

“现在的孩子，很多都在蜜罐里长大，从小吃好的、穿好
的，再长大一些，可能就开始各种攀比。当我们把注意力放
在品牌、价格上，而忽略质量、用途的时候，就容易舍本逐
末，时间长了，会形成骄奢之气。”徐夙窘说，过分注重品牌、
价格的人，也就是通常会被人们说成“虚荣”的人，在他们的
心理层面往往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弱，自信心不足。由于内心
的不自信，他们需要用外在的东西来武装自己，证明自己的
优越感。

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呢？徐夙窘建
议，家长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对他人、
对家庭有价值的部分，及时看见这些并及时予以肯定，要从
细微处发现孩子真正做到的、做得好的部分，帮助孩子看到
自己的价值，孩子就会因为自己能做到很多事情，能为家庭
做贡献，甚至为班级为学校为社会做贡献而获得内在的满
足，不再追求简单的外在浮华。

在培养自信的部分，家长要在肯定的时候更多地看到
孩子的情绪、行为背后的动机。一个孩子最底层的自信部分
是，哪怕我不够好，哪怕我做错事，在这个世界上依然有人
爱我，而这人是我的爸爸妈妈。因此，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
父母应接受并允许孩子有情绪，同时要看到孩子情绪背后
的原因；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家长可以接受孩子犯错的结
果，看到孩子错误背后的原因，并且愿意和孩子一起共同承
担犯错的责任。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在培养孩子节俭的过程时，
也要注意引导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金钱观。

如何帮孩子克服骄奢之气？

线上家学堂“云”开方

“神兽归笼”，家长们准备好了吗？
新学期开学，应该帮助孩子克服不安和恐惧心理

每年开学季，被一些家长称为“神兽归笼”季。经过两
个月的暑期带娃，家长们有些疲倦，希望孩子早点回学校
读书，自己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也有一些家长对此怀有
其他不一样的心情。

有的家长发现自家孩子虽然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

但无法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有的家长发现孩子有“双
重性格”，在家时调皮、淘气，可是到学校后，话都不敢多说
一句，看上去有些木讷……那么，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适应
集体生活呢？心理专家建议，可以分阶段对孩子进行训练，
使他们今后能够适应新环境，克服不安和恐惧的心理。

王女 士（化 名）的 儿 子 糖 糖
（化名）今年上幼儿园。王女士带
着糖糖走进幼儿园时，糖糖的表
现还很正常，不哭也不闹，但王女
士准备离开时，糖糖的眼泪就止
不住地流，不愿意放手，抱住妈妈
的腿，不让妈妈离开。班级里的其
他同学也和糖糖差不多，都在嚎
啕大哭，想回家，想妈妈。王女士
一狠心，趁儿子不注意，就悄悄离

开了幼儿园。
“妈妈，我不要去上幼儿园！”

开学第二天，无论王女士怎么哄
劝，糖糖就是拒绝去上幼儿园。这
让王女士十分不解：“开学前几天
他还特别高兴，说去幼儿园就有
人陪他一起玩了，让我带他去买
了好多新玩具。”开学前，为了更
好地适应幼儿园环境，王女士先
带糖糖去幼儿园熟悉环境，一进

园，糖糖犹如脱缰的野马在里面玩
了起来，走的时候十分不舍，嚷嚷着
第二天还要来玩。可是到了真正到
幼儿园开学的时候，糖糖却气急了
就咬人，哭得比谁都惨，逼得园长直
接让王女士把孩子带走。

王女士十分困惑，宝宝吃饭、上
厕所样样都行，看起来特别有能耐，
脾气还是“窝里横”，为什么唯独到
幼儿园会在交际上“吃不开”？

宝宝在家“窝里横”，为何在外“吃不开”？

静香（化名）的女儿刚上幼儿园
两天，就哭着闹着不愿再去幼儿园。
每当爸爸妈妈要送他去幼儿园的
时候，她要么装病谎称肚子疼，要
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到女儿对幼儿园的生活如
此反感，静香心里有点心软，她甚
至考虑迟一年入园，让女儿在家里
再玩一年。

正当为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的
事情犯愁的时候，静香留意到邻居
家的小女孩正哼着小曲儿，开开心
心地拉着爸爸的手出门上幼儿园。

静香抓紧时间走上前去和邻
居聊了几句，这才知道他家闺女特
别喜欢上幼儿园，每天回到家，也
会和爸爸妈妈分享幼儿园的趣事。
这让静香有点不解，自己的女儿和
邻居家的闺女上的是同一所幼儿
园，怎么两个同龄孩子对幼儿园的
态度有如此大的反差？

于是，静香请教了女儿的班主
任。班主任告诉她，之所以孩子会
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有些孩子
能迅速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能
很快从幼儿园生活中找到乐趣，爱

上幼儿园。而有些孩子过了好长时
间，甚至过了半个学期，也未能完全
适应幼儿园生活。班主任坦言，那些
能迅速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往往
都是社交能力较强、体质也比较强的
孩子，其中也不乏一些在上幼儿园前
做过“预准备”的孩子，所以不要一味
羡慕“人家的孩子”能迅速适应幼儿
园生活，也要看到他们的父母为孩子
上幼儿园做的很多准备。父母们给孩
子做好上幼儿园的“预准备”，能在很
大程度上帮孩子克服对幼儿园的恐
惧情绪。

“人家的孩子”为何能适应幼儿园生活？

“昨天晚上我实在睡不好，导致
白天上课一点精神也没有。”开学的
第二天，梅女士（化名）就接到了女
儿小卓（化名）的电话。电话那头，小
卓跟梅女士哭诉着自己的烦恼。

小卓今年上高二，她这个烦恼，
从高一开始，一直延续到了高二。原
来，进入高中阶段后，小卓就遭受寝
室室友的宿舍冷暴力，她从一个活泼
开朗的姑娘，硬是被室友逼成了沉默
寡言的人。“宿舍共有6名室友，有些
莫名其妙，一夜之间，我竟然成了全
宿舍的公敌！遭到了寝室室友宿舍冷
暴力！”小卓说，她被冷暴力的原因是
自己睡得早，显得和室友不合群。

“晚上9点，晚自习下课，9点半，

寝室就统一熄灯了。我们寝室有6个
人，半小时根本来不及做好熄灯前的
所有事情，再加上大家彼此都不熟
悉，做事情也会很尴尬、不方便。”小
卓表示，她有早睡的习惯，到了晚上
11点左右，室友们都会打着手电筒或
者台灯做自己的事情，灯光常常会照
得她很刺眼。同时室友们也会突然发
出很大的声响，让她很难入睡，忍无
可忍，矛盾也就这么激化了。

后来，每天晚自习下课，小卓就
回宿舍，热闹异常的场面瞬间安静了
下来，安静得可怕，就好像自己是怪
物一样，让她有一种心悸的感觉。每
次自己尝试主动说话的时候，室友
们都会扭过头，当她不存在一样。有

时，有的室友会指桑骂槐地说一些刺耳
的话，并有室友开始附和着挤兑她。小
卓无话可说，无人倾诉，只得把头蒙在
被子里哭。

面对宿舍冷暴力下的这种压抑的
生活环境，小卓终于忍受不住了，本该
是紧张的学业生活，她却出了头晕、胸
闷、心悸、呼吸困难、焦虑、惊恐等身心
不适症状。在小卓的再三央求下，梅女
士只好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之后，经过
与班主任及生活老师的多方沟通与协
调，学校为她办了转寝室手续。

对此，梅女士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伤
不起。女儿经受几近崩溃的精神压力，被
医生诊断为轻微焦虑抑郁综合征，如不
及时治疗与化解，后果不堪设想！

宿舍冷暴力，家长直言伤不起

““我们开学啦我们开学啦！！””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实习生 叶毅和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