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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悦己悦家巾帼共
富坊”簪花DIY文化体验活动在
稠江街道楼下社区举行。

活动现场，一张张桌子铺陈
开来，各式各样的花瓣、珠翠、丝
线等材料琳琅满目，仿佛带领大
家穿越回古典雅致的时代。参与
者在义乌市太阳雨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社工的悉心教授下，从挑选
材料到巧妙搭配，再到细致入微

的制作，每一步都充满了对美的
追求与创造的喜悦。

活动中，居民们相互帮助，分
享创意，欢声笑语不断，不仅体验
到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与满足感，更
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楼
下社区居民朱女士表示：“这样的
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同时也让我们邻里之间的心
贴得更近了。”

最近，随着《玫瑰的故事》热
播，剧中林更新饰演的方协文将
NPD（自恋型人格障碍）演绎得
淋漓尽致，引起许多网友的共鸣。
不少网友感慨，从方协文恋人玫
瑰的身上，好像看到了自己，那些
失恋的种种心碎，就像在照镜子。

在义乌市“家事和姐”反家暴
中心，“家事和姐”也遇到很多类
似“玫瑰”或“方协文”的来访。

“他爱我时对我多好，多么体
贴，甚至疯狂。我说想见他，他会
开一半跑了，就为了见我。他曾说
我在他眼里无比完美，但我不知
道为什么，当我爱上他了，他突然
间对我不好了，控制欲极强，还各
种贬低我、损我，到底怎么回事
啊？”26岁的美琴（化名），通过求
助热线向“家事和姐”寻求帮助。
电话那头，美琴泣不成声，她与丈
夫结婚一年多，按道理来说正是
爱情甜蜜的阶段，但她却表示很
后悔现在这段婚姻。

美琴说，丈夫婚前婚后就像
变了一个人，结婚前对自己无微
不至，体贴入微，什么都依着自己，
对自己小心呵护，那种状态就像

“家长养孩子”“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除了有一点点
占有欲以外，其他都很完美。丈夫
说，“占有欲”是因为自己对美琴太
在乎了，美琴也享受其中。

好景不长，婚后的丈夫完全
变成了“大男子主义”。不让美琴
和同事聚餐，要求她把工作辞了
在家安心备孕；有一次出门吃饭，
邻桌几个男的看了美琴几眼，丈
夫回家后对她破口大骂；动不动
抢手机，怀疑美琴在跟别的男人
聊天；有一次还对美琴大打出手，
打完后又跪下请求原谅……美琴
身心都在崩溃边缘。

面对丈夫的威胁与阻挠，美
琴虽心有畏惧，但仍坚定了离婚的
决心。然而，法律程序的陌生和丈
夫的强硬态度让她倍感迷茫。通过
和双方沟通后，“家事和姐”发现美
琴丈夫身上也有NPD的特点，于
是协助美琴向相关部门进行法律
咨询，并对美琴丈夫给予心理疏
导、NPD人格障碍以及反家暴知
识科普。如今，两人已走上离婚程
序，美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NPD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
不仅影响个体情绪调节和人际交
往能力，更像是一场无声的风暴，
给周围亲近的人带来深远的负面
影响。

前不久，53 岁的陈桂香（化
名）带着满腹的委屈与愤怒，来到

“家事和姐”反家暴中心，倾诉着
自己内心的委屈与绝望：“我这一
辈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可
现在，儿子、儿媳，甚至是老伴，都
觉得我是个累赘，对我没有半点
感激之情。”陈阿姨提出的要求震
惊了在场的人——她要与儿子断
绝法律上的母子关系，并索赔养
育费共计50万元，作为对自己多
年辛劳的补偿。然而，她的请求却
遭到儿子的坚决反对，母子间的
关系因此降至冰点。

在陈阿姨口中，儿子儿媳的
种种“不孝”行为被一一列举：不
关心她的生活起居，忽视她的感
受，家庭矛盾频发。她的眼神中充
满了被亲人背叛的痛楚，期望“家
事和姐”能够成为她最后的救赎，
为她找回公道。

面对这样的情感纠葛，“家事
和姐”并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决
定深入调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
则，倾听双方的声音。经过一系列
走访与调查，“家事和姐”逐渐揭
开事件的另一面。据陈阿姨弟弟
透露，姐姐的性格近年来变得异
常敏感多疑，经常因小事与家人
发生争执，家庭氛围因此变得紧
张。陈阿姨的丈夫和子女也都表
示，他们并非不愿关心，而是陈阿
姨的行为常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
从，甚至日常生活被严重干扰，家
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几乎陷入
停滞。

儿子在采访中显得格外无
奈：“我也知道她不容易，但我们
真的已经尽力了。妈妈的这种状
态让我们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我
们曾提议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希
望能帮她调整心态，但她坚决不
同意，这让我们很为难。”家人们
纷纷表示，陈阿姨的性格特征逐
渐显现出了NPD的迹象，常常以
自我为中心，对家庭成员有着极
高的期待与苛求，使得家庭氛围
长期处于紧张与压抑之中。

家庭关系中，
如何走出“自恋陷阱”？

NPD是一种心理障碍，表现
为对自己的过度关注和以自我为
中心，NPD者通常认为自己是卓
越的，他们将自己置于一切之上，
常常忽视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每
一个NPD者，可能也在经历着其
自身的痛苦和挣扎。

美琴的故事，如同现代版的
爱情陷阱，婚前的蜜糖转瞬变成
婚后的砒霜。感情常常会让人无
法自拔，不管之前对你再不好，只
要对你好上一点点，你就又回到
原来的起点，所以才会一直被他
拿捏，陷入反复的怪圈中自我内
耗。实际上，遇见这样NPD者，直

接远离是最好的办法。
而陈桂香的案例，则揭示了

NPD者在家庭内部的另一种表现
形式——家庭因NPD者导致的情
感断裂，亲情在误解与隔阂中渐行
渐远。陈阿姨的诉求，虽看似极端，
实则反映了长期情感忽视与自我
价值感丧失的悲鸣。和NPD者的
相处也许会充满许多折磨和让你
感到痛苦，而他们对你的不理解甚
至指责会加倍地放大痛苦。解决此
类NPD者带来的问题，需要社会
的广泛理解和专业的心理干预。

愿我们都能在关系中，好好
爱自己，好好爱别人。

高考结束了，可填报志愿的
“战役”也很艰难，这么多学校，怎
样才能找到最匹配的？对于许多
考生家长而言，简直是一头雾水。

去年高考成绩公布后，陈女
士（化名）一家因为给女儿填报志
愿的事，掀起一场家庭风波。

“我的女儿是一个挺有主见
的孩子，高考结束后，她不像别的
考生那样，要不睡懒觉，要不吃喝
玩乐，而是一直宅在家里，开始重
温中国四大名著。她说，看完四大
名著，还要看其他小说和人物传
记。”陈女士说，在她的印象里，女
儿要比其他同龄孩子懂事早，学
习主动性和能力都很强，从来不
会因为作业、考试让家长操半点

心。从上小学开始，她就成了其他
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学习
成绩名列前茅，为人善良、真诚，
一家人都以女儿为荣。

进入高三后，女儿学习成绩
依然稳定。高考成绩出来，大家都
松了一口气，上一所国内的重点
大学没啥问题，只是在专业选择
上犯了难。“我的公公婆婆是老一
辈医务工作者，他们将一生都奉
献在医疗岗位上，他们希望孙女
能继承他们的衣钵去学医。我的
爸爸妈妈则希望外孙女将来能从
事律师行业，成为一位律政佳
人。”陈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不
赞成女儿选择医学和司法专业，
毕竟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不仅需

要一流的学识，还要有高超的胆识，
更要有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在他
们看来，女孩子将来学成后能找到
一份稳定且不那么辛苦的工作，然
后找个志同道合的人嫁了，就是最
好的安排。为此，双方老人跟夫妻俩
闹得不开心。

“填报志愿的那几天，女儿也
很纠结，她是一个挺在乎别人感受
的孩子，同时又是一个有自己目标
和追求的孩子。长辈们都站在自己
的角度给了她建议，我们知道她很
难，但这都是成长必须面对的。”陈
女士说，最后女儿填报了她自己最
喜欢的师范专业，并被顺利录取，
她觉得，当老师能教书育人，实现
自我价值。

高考填志愿，到底听谁的？

古韵簪花 情系邻里

高考分数即将出炉，你的专业怎么选？

“高考志愿填报”心理锦囊请收好
俗话说，七分考，三分报。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成了

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

那么理想与现实、兴趣与就业，

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呢？这道必

答的“选择题”，对很多考生和

家长来说，回答的难度不亚于

高考。

学会选择，也是人生的必

修课。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浙

江品智生涯工作室生涯规划师

宋佳表示，高考志愿选报，心态

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在填志

愿时，除了掌握“冲、稳、守”等

技术层面的技巧之外，考生需

要摆正心态，从容填报，家长们

也要在心理层面与考生就填报

志愿等事项进行有效沟通，避

免矛盾。

在宋佳工作室，
城市、学校、专业、文
理方向、就业趋势等
是考生前来咨询的关
键词。

“填写志愿时，学
校和专业都是重要
的，这毋庸置疑。但什
么时候专业优先，什
么时候学校优先，我
们可以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宋佳说，对于
有继续深造实力和需
求的同学来说，可以
适当的院校优先，选
择相对分数略低的基
础性专业（大多数情
况下一些热门的应用
型专业分数都偏高），
将规划的战线拉长，
在以后深造时期转方
向。部分对专业不那
么明确的考生，此方
向可在目标选择上有
一点缓冲。

而对于本科毕业
后就准备就业的同学
来说，选择一个容易
就业的专业可能更重
要。具体来说，倘若成
绩并不十分理想，在
特控线之下的考生，个人建议选择一
些大众性专业，避免冷门专业。

当然，在专业院校之外，还有城市
的选择。宋佳建议各位同学，在考虑城
市是否经济发达、生活环境是否适宜
之外，还有一些影响就业的因素，比如
产业集群，秋招、春招的企业和岗位等
情况。

采访中，宋佳提到，很多家长在为
孩子参谋志愿时，都会考虑到未来的
就业，但往往会忽略孩子本身的特质
适合做什么。比如孩子擅长沟通表达
但做事缺乏耐心，若给他选个建筑设
计或者财务会计专业，反而不利于发
挥自身优势，而且用四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来执行这个选择，可能专业没学
太好，沟通表达的能力也退化了。父母
的出发点没错，但未来是变化的，并不
是每一位家长都能保证当初的打算能
一帆风顺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可能中
道受阻。

那就该听孩子的吗？宋佳建议，家
长要做到与孩子充分沟通和商量，培
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当然，孩子在考虑问题上有很多不足，
家长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全面的信
息，提供一些社会资源，提供过来人总
结的人生经验，若没有选好，也能为孩
子再次积极向上面对人生增加底气。
耐心沟通，不要急。

志
愿
填
报
，毫
无
方
向
怎
么
办
？

对考生而言，填写高考志愿，
这不仅仅是对过去十二年学习成
果的总结，更是对未来人生方向
的一次重大规划。高考成绩即将
揭晓，如何填报志愿？张悦（化名）
内心充满了纠结与挣扎。

高考结束后，张悦并没有松
懈下来，每天醒来就坐在书桌前，
面前摊开的是厚厚的《高考志愿
指南》和一叠从各大高校寄来的
宣传册。考完后，她估算了一下分
数，应该和平常模拟的成绩差不
多，虽然上不了一本，但是本科应
该可以填报。随之而来的问题，热

爱和就业，哪个更重要？
近年来，“大数据科学”“心理

学”等专业炙手可热，媒体不断报
道这些领域人才的高薪与广阔前
景。张悦的亲戚朋友中也不乏这
样的声音：“选专业就得选热门
的，将来好找工作，薪资还高。”受
此影响，张悦将所有注意力集中
在这些看似前途无量的专业上。

而在张悦内心深处，却对文
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她自小就喜
欢阅读和写作，梦想着有一天能
成为一名作家或编辑。但在现实
的压力下，她开始质疑自己的梦

想是否过于理想化，担心选择了
文学专业会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每当夜深人静时，张悦会反复翻
看那些热门专业的介绍资料，同
时内心却有一股难以名状的空虚
感，因为她知道那并不是自己真
正热爱的方向。

“这段时间，爸妈总是在饭桌
上讨论哪个专业就业率高，哪个学
校名气大，这些建议虽然实用，但
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我的迷
茫。”张悦说，她开始怀疑，是否真
有那么一条既符合父母期望又能
让自己热爱的道路。

热爱和就业，哪个更重要？

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之一，选择志愿方向是一项极其
重要的任务。然而，许多人在这
一过程中感到迷茫和困惑，无法
确定自己的志愿方向。究竟为什
么呢？

宋佳解释，这份迷茫困惑在
高中生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甚
至有不少大学生都未必清楚自
己要什么，只是按部就班地升
学。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比如应试教育的功利性，
以及外部庞杂的信息、父母的大

包大揽等。有机会不妨去浙江大
学门口，看看竺可桢老校长留给
浙大学子的两个问题：“来浙大
做什么？毕业以后做怎样的人？”
也许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
要做什么，以后要做怎样的人。

“个人因素如个人兴趣、能
力和价值观等也会影响志愿方
向的选择。”宋佳说，如果你对自

己的能力和兴趣认识不清，或者没
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
确定志愿方向就会变得困难。此
外，面对未来，许多人会感到压力
和焦虑。这种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
你做出明智的决策，使你更加不确
定自己的志愿方向。

确定志愿方向为什么这么难？

宋佳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