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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从一封青春表白信看孩子的“成材”与“成人”

讲师回复：
家长，您好。 这件事反映出的问题，远不

止青春期的情感萌动那么简单。 它暴露了我
们教育中一个严重的偏差： 我们太重视让孩
子“成材”，却常常忽略教他们如何“成人”。

为什么“告老师”是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十八岁已经具备基
本的情感和决策能力。面对异性的好感，健康
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自己评估、自己回应。如果
无意，可以礼貌而明确地拒绝；如果有意，也
可以把这份情感转化为共同进步的动力。 但
男生选择把问题“上交”给老师，本质上是一
种逃避———逃避自主决策的责任， 逃避情感
交流的压力。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 这种行为模式往往
源于家庭教育。如果家长长期给孩子灌输“除
了学习其他都不重要”的观念，孩子就会把情
感问题视为“错误”的、需要权威介入解决的
“麻烦”。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依赖权威处理

人际问题的习惯， 很可能会延续到成年后的
职场和婚恋中。

“做题家”的困境：
高分低能的社交短板

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 某个孩子一
路重点学校，考上名校，却在职场或婚姻中屡
屡受挫。 原因往往不是专业能力不足，而是人
际交往上的幼稚或笨拙。 他们可能擅长解数
学题，却不知道如何得体地拒绝他人；能在考
试中拿高分，却在面对冲突时手足无措。

那个写表白信的女生展现出的素质———清
晰的自我认知、理性的规划能力、得体的表达方
式———恰恰是未来社会最看重的“软实力”。 而
男生的反应，虽然符合“好学生”的行为规范，却
暴露了情感教育和自主决策训练的缺失。

家庭教育的反思：
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

这件事给所有家长提了个醒：教育的目
标，不应该只是把孩子送进好大学。 在关注
成绩的同时， 我们至少还需要重视这些方
面：

1、情感教育
要让孩子明白， 喜欢别人或被别人喜欢

都是正常的情感体验。 与其禁止或回避，不如
教会他们如何理性对待。 家长可以和孩子讨
论：什么样的感情是成熟的？ 如何区分好感、
欣赏和爱？

2、决策能力培养
从选择课外班到处理同学关系， 家长应

该逐步放手， 让孩子在小事上练习自己做决
定。 比如可以问孩子：“如果你收到这样的信，
你会怎么处理？ 为什么？ ”

3、同理心训练
要教会孩子换位思考。 在讨论这个案例

时，可以引导孩子思考：女生的做法有哪些值
得欣赏的地方？ 如果把信交给老师，可能会给
对方带来什么感受？

4、树立健康的榜样

夫妻间的相处方式， 就是孩子最早接触
的“情感教育课”。 家长如何处理分歧、如何表
达关心， 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孩子的情感模
式。

教育的真谛：培养完整的人

那个写表白信的女生， 无论未来能否和男
生在一起 ， 她都展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能
力———既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情感， 又能理性
地规划人生。 这种能力，远比考试分数更能预示
一个人的未来幸福。

而那个选择“告老师”的男生，他的反应虽
然符合“好学生”的标准剧本，却暴露了我们教
育中的一个盲点： 我们太擅长培养会考试的孩
子，却常常忘记教他们如何成为一个情感成熟、
有担当的成年人。

教育的终极目标， 不应该只是把孩子送进
985，而是要帮助他们成长为完整的人———既有
追求卓越的能力，也有经营幸福的智慧。 毕竟，
人生最难的考试，从来都不在考场上。

家长提问：
我儿子今年高三，最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同年级一个很优秀的女生给他写了表白信，信里说欣赏他的优秀，但承诺高考前不会打扰他，只

希望他如果也有好感，高考后能一起报考同一所 985 大学。
在我看来，这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可我儿子却直接把信交给了老师。 不出意外，老师把双方家长请到学校，公开讨论这件事。
我很困惑：为什么儿子这么大了还不会自己处理情感问题？ 明明快 18 岁了，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还是“找老师”，我很担心他将来进入社会

后无法面对更复杂的人际关系？

亲子加油站

本期主讲人
陆艳（交通公园居民区）

芷江西路街道 “全职妈妈”妇
联执委、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
理咨询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记者 沈冠君

“主任，你快来！ 独居老人熊奶奶倒在
家里，意识模糊……”去年 7 月的一天，清
晨七点左右， 大统路居委会主任舒君英接
到了一通紧急电话。 不敢有丝毫懈怠，舒君
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熊奶奶的家里。 只见
熊奶奶脸色涨红，满头是汗，身上套了七八
件衣服，甚至包括毛衣和棉服，一动不动地
躺在地上。

当时已是近 40℃的高温天，但熊奶奶
家中却没有开空调和风扇。是热射病！舒君
英立马帮老人解开衣服， 快速进行物理降
温，并分别拨打 110和 120。

救助：来自社区的多方爱心接力

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 熊奶奶终
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由于无法联系上老人
的子女，在熊奶奶住院期间，舒君英不仅跑
前跑后为老人办理住院手续、垫付医疗费，
还每天去医院探望老人、送营养餐、置办住
院物品、与医务人员沟通病情。

由于熊奶奶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神
志不清的时候会半夜在病房里大声吵闹，
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 舒君英知道后，就主
动买些水果带到医院，依次分给大家，抱歉
地说道：“阿姨年纪大了， 有时候吵到你们
休息，希望不要介意。 ”

几天后，熊奶奶出院。 但熊奶奶家住 5
楼，她自己腿脚不便，上下楼很吃力。再加上

熊奶奶时常产生幻觉，念叨着有人想破门而
入害她，在家居住没有安全感。于是，熊奶奶
便随身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存折等贵重物
品，来到社区附近的派出所里“居住”。

白天， 熊奶奶就坐在大厅的座椅里休
息，晚上就倚靠在椅子上睡觉。 社区民警多
次主动关心和劝说熊奶奶早日回家， 但都
遭到了拒绝。

无奈之下， 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社区民
警只能一边想尽办法联系老人的亲属，寻
找赡养人；一边悉心照顾熊奶奶的“流浪生
活”。 “当时，我们每天都会有人去派出所
看望熊奶奶，询问她身体状况，给她送饭送
零食。”大统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彬告诉
记者，熊奶奶退休前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
性格比较孤傲较真， 和她沟通的时候必须
注意方式方法。

回家：“流浪”奶奶被暖心安置

时间一长， 熊奶奶的身体健康每况愈
下。 因为老人每天晚上就坐在椅子上睡觉，

导致下半身血液不循环，双脚肿胀、发黑，
行走困难。 更糟糕的是，由于老人长期不肯
回家，无法洗漱，别人在几米之外就能闻到
她身上散发出的阵阵酸臭味。 前来派出所
办理事务的居民们走进大厅时纷纷掩鼻，
避之不及。 于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只能想尽
办法带熊奶奶去洗澡，换干净衣服。

后来， 大家终于联系上了熊奶奶的家
人。 在看到熊奶奶坐在椅子上睡觉时摔得
头破血流的照片，家人也很心疼，便提出帮
熊奶奶租一间位于一楼的房子， 让其搬进
去居住。 然而熊奶奶坚决表示不愿意。

最后，在征得家属同意后，社区民警与
居委会帮熊奶奶联系到了一家合适的养老
机构，并安排好了入住事宜。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一辆救护车
驶向派出所， 居民委工作人员和社区民警
合力护送熊奶奶到养老院， 给她换上整洁
的衣物，陪伴她在食堂就餐。

至此，“流浪”了一年的熊奶奶终于有
了安身之所， 将舒心地度过余下的晚年时
光。

为为““流流浪浪””奶奶奶奶找找个个温温暖暖的的家家 芷
江
西
路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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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
日”。当天，芷江西路街道联合上
海静安区吉的堡永盛幼儿园在
街道环保科博馆内举行 “‘芷
引’环保 分类同行”垃圾分类
活动， 旨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
式，深化社区居民特别是儿童对
垃圾分类的认识，推动垃圾分类
成为全民自觉行动。

活动现场，街道管理办为静
安区首批荣获“双碳社区”称号
的复元坊居民区和辖区内对垃
圾分类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
及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环保大转盘、分类投掷大作
战、 分类卡牌正确辨等游戏环
节，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
轻松掌握了垃圾分类的知识。 孩
子们手持特制沙包，站在四色容
器模拟投口前，认真思考、准确
投掷，展现了他们对垃圾分类的
精准意识。 在分类卡牌正确辨别
环节中，孩子们化身“环保小侦
探”， 在百余张分类卡牌中寻找
正确分类，通过游戏加深了对垃
圾分类的理解。

在讲师的引导下，孩子们用
彩沙创作了一幅幅《守护我们的
蓝色家园》沙画。 他们用小手描
绘出心中对海洋生态的向往和
对环保的承诺。 这一环节不仅锻
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
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环保的种子。

此次活动通过表彰先进、 树立榜样
激发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和积
极性， 以及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
垃圾分类知识，增强环保意识。

（管理办）

熊奶奶坐在椅子上睡觉时不慎摔倒摔伤，舒君英为老人擦拭伤口

舒舒君君英英在在医医院院陪陪护护老老人人
小小朋朋友友学学习习垃垃圾圾分分类类知知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