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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贵州某13岁男孩被确诊重度抑郁，孩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因为孩子从小被灌输“家里穷”，常常感到自责，郁郁寡欢。

而孩子的病情并未引起孩子母亲的重视，还诉苦“挣的钱都给你花了，你还有
啥想不开的”。

孩子感受不到自我价值，容易自暴自弃

总有父母说：“我们以前那么穷都没有抑郁，现在的孩子真矫情”。

其实让孩子抑郁的，从来不是穷，而是觉得自己没用。

在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有一位受访者钟华，她的父母是典型的中
国家长，望子成龙。

钟华好不容易得了第三名，却换来的是“第一是谁呀，第二是谁呀”的质问。
如果考了第一，就变成下个问题“年级第一是谁呀，你在年级排多少”。

因为永远也满足不了父母的期望，钟华一点点失去能量。

她说，她不快乐，整个人都蔫掉了。

这种疲惫感，还被父母误解为矫情、不思进取。

她慢慢地开始失眠，身体无力，经常躺着不动，有时候就莫名哭起来。

长期被否定的心理阴影，加上身体的折磨，让钟华最终患上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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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被过度消耗，是抑郁症的帮凶。

被打击式教育的伤害的孩子，又何止她一个。

有一位博主妈妈，从女儿上小学开始，就不停向女儿灌输学习不好的后果。

女儿很听话努力，小学成绩稳定在班级前三，顺利考入了重点初中。

然而进入初中后，第一次考试竟在班里排30多名。

她对女儿一顿责怪和数落：“怎么考这么差？是不是进重点初中就骄傲了，就
翘尾巴了？”

女儿委屈解释课程太难，她却认为女儿是在逃避躲懒，还严肃批评女儿是玩手
机导致成绩滑坡。

后来女儿的成绩不仅没有“知耻而后勇”，还掉到倒数几名。

她认为，必须要让女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对女儿又是一顿责骂批评：

“你长点心吧，别锁着门在里头偷偷玩手机，都这个样了，还不知道赶紧努力
追上去吗？我要是你，我都得愁死！”

就这样女儿越来越叛逆，就在初二即将开学时，女儿直接表示退学，不上了。

她还大声强调“我这是通知你们，不是征求意见”。

这才让这位妈妈意识到自己打压式教育有问题。

没有一个孩子，会在父母的贬低下找到成就感。

年龄越大，孩子的自我意识就会增强，会渴望被尊重。

父母看不到孩子的好，孩子心里就找不到自己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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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感知自我价值，是成长的驱动力

价值感，是推动一个人走向自我实现的核心动力。

《平凡的世界》里，孙玉厚一家是极其贫困的，吃饭都成问题。

孙玉厚的小女儿孙兰香刚4岁的时候，就整天挽着个小筐筐去土坡下拾柴禾。

尽管她一天拾的柴禾只够她妈烧两灶火，但她心里挺高兴，那是她拾的呀。

农村的环境，天然地让孩子更容易感受到价值感。

孙兰香帮助母亲叠铺盖，扫地。

奶奶害眼病，家里买不起眼药，她就和二哥一起跑出去摘带露水的草叶，回来
给奶奶淋在眼睛上。

孙兰香上学时成绩非常优异，但曾经也有过退学的念头。

她认为上学不顶事，还不如早点回家挣工分。

她给父亲说了想法，孙玉厚心里很气急，但没有骂她。

他对兰香说，他知道兰香是为了帮助家里才有这个念头，但他并不希望兰香退
学。

她的大哥听说后，也劝她继续读书，并夸她脑子灵醒，“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发
展哩！”

带着家人们的期盼，兰香放弃了退学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她决心学
出点名堂。

后来，兰香考上重点大学，还成为了一名天文科研人员。

如果精神世界有太阳，生活再苦都足以支撑渡过每一个难关。

可当下的父母舍不得让孩子吃苦，导致孩子失去了感知自我价值的环境。

                                    3 / 7



智行理财网
哭穷(哭穷的拼音)

现如今，孩子获取成就感的方式就只有读书学习。

但学习是漫长的，孩子很难快速获得价值感。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我们的日子》中，小女孩雪花学习不好，经常被妈妈训斥
没脑子。

但爸爸王宪平却始终护着雪花：“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你没发现雪花浑
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

老师也吐槽雪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王宪平听完后立马不乐意：“头脑简单说明雪花单纯呀，四肢发达又有啥不好
？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

有这样的爸爸，雪花自始至终对自己很有信心，非常主有见。

雪花打定心思好好学习后，最终从学渣变成了学霸，还考上了大学。

父母的鼓励，不仅是孩子感知价值的源泉，也是无穷的精神力量。

能让孩子产生价值，才有满满成就感

现代实践派儿童心理学奠基人，德雷克斯常常说：“不要替孩子做任何她自己
能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替孩子做的太多，就剥夺了他们体验自我能力的机会。

父母可以给孩子创造环境，任何通过思考和行动的事情都可以产生价值。

1、孩子的事情孩子做

姜文说过一句话：给孩子最好的营养品是“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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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4岁。

孩子从小被长辈宠溺，被保姆照顾，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摔跤后第一反应是哭
，而不是自己爬起来。

姜文决定对孩子开展“吃苦主义”教育。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在新疆城郊的普通民居住下来。

孩子在姜文的指挥下，担任保洁员，每日清扫房间、收拾床铺，洗衣服。

有时带着孩子自驾出门，开车途中，儿子会给爸爸倒水，帮忙看路。

在新疆大半年之后，兄弟俩已经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孩子们也觉得自己是英
雄。

体验自力更生的乐趣，是向内探索学习的动力。

2、家庭会议，让孩子有家的参与感

《正面管教》一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对夫妇打算去旅游，但是鉴于之前带着孩子旅游的糟糕经历，他们决定尝试
家庭会议，让孩子发表看法。

家庭会议上，孩子们很兴奋。

他们列出了许多可能会在途中遇到的问题，比如“不收拾东西、不背自己的包
、睡得太晚、不愿意去父母想去的地方，总想花钱买玩具，打架”等等。

孩子们与父母一起制定了旅行规则，并商讨如果不遵守规则又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事情非常顺利，这位父亲后来说：“这是多年来最让我开心的一次举
家出游”。

让孩子参与制订家庭规则，会让孩子感觉自己有影响力。

3、引导孩子帮助别人，让孩子产生价值

                                    5 / 7



智行理财网
哭穷(哭穷的拼音)

有一所学校尝试用“同伴辅导”计划来帮助孩子产生价值。

五六年级的老师会推荐一些有“捣乱领导能力”的孩子当“同伴辅导员”，让
他们来做其他学生的顾问。

同伴辅导员需要与同学深度交谈，解决同学遇到的问题。

有个接受辅导的学生表示很不喜欢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总爱批评自己。

同伴辅导员说自己能理解，因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同伴辅导员指出，大概这个老师遇到了困难，心情不好，需要鼓励
。

他还指出，既然这个学生无法改变老师的行为，就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

他们一起制定了计划，相互鼓励，并按计划行动，以使这个老师没有理由再生
他的气。

这些做顾问的经历，让同伴辅导员们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并产生了很大信心。

而且这种助人的感觉，让他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后来他们成了优秀的班干部，彻底撕掉了“坏孩子”标签。

教育圈里有一句话：
教育成果就像“滚雪球”，引导对了，孩子才能走得更远。

《少有人走的路》中有这样一段话：

“童年时获得的原始自我价值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原动力，即使在成年后遇
到了重大的打击和挫折，那种根深蒂固的自尊、自爱和自信，也会让我们鼓起
勇气，勇敢地战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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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会保护孩子的自信。

真正有能力的孩子，一定有温暖的父母。

让孩子卓越成长的，从来不是金钱的浇灌，而是心灵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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