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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要崩溃了！”武汉实
验寄宿小学美林校区六年级 B
班学生黄铂轩在和妈妈互换角
色 一 天 后 ，由 衷 地 说 。3 月 11
日，记者从该校了解到，3 月份
的第一个周末，该校学生有一项
特别作业——让孩子们和妈妈互
换角色。部分学生体验后称，家务
可以承受，但带娃实在太累了，他
们“抱怨”连连：“带娃太累了”“超
崩溃”“实在沉不住气了”……

该校相关负责老师说，这是
一项选做的特别家庭作业，目的
是为了让孩子体验妈妈的辛苦与
不易，培养孩子们的感恩之心。校
方建议学生们，在和妈妈互换角
色之前，根据每个家庭不同的情
况，先利用思维导图制订一份“当
家计划”。

班里的暖男孝女纷纷“上
线”，为妈妈梳头发，切菜做饭，叠
衣捶背，陪妈妈一起遛狗，带弟弟
妹妹……

该校六年级B班还专门召开
了“互换角色”汇报班会。在班会
上，学生们纷纷“吐槽”——带娃
真是太难了。该班学生张歆铭
说，和妈妈互换角色的这一天
里，她做得最多的就是照顾 4岁
的弟弟，陪弟弟上篮球课、拳击
课，照顾弟弟吃饭。“在照顾弟弟
吃饭的时候，真的要崩溃了，弟
弟把饭含在嘴里不咽下去，我完
全控制不住情绪，就吼他！”张歆
铭说，妈妈及时制止了她，告诉
她带孩子用“吼”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实在忍不住可以到房间外
冷静一下。

张歆铭告诉记者，平时不觉
得，只感觉妈妈很温柔，自己带了
娃，才认识到妈妈太有智慧了。

该班鲁佳桐同学揽下了给弟
弟辅导作业的活。“弟弟太调皮，
经常开小差，我需要不停地提醒
他。我很恼火，但不能发火，真是
太难了。”鲁佳桐说，辅导作业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妈妈每天
晚上要同时辅导他们姐弟两人做
作业，“真的很佩服妈妈”。

更多的孩子从互换活动中，
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与不易，还有
的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妈妈真
的含辛茹苦，我以后自己要多独
立，不让妈妈太辛苦。”

六年级 B班班主任徐萍说，
在学生们完成“角色互换”作业
后，很多妈妈向她反馈，和孩子
互换角色的那天，感觉轻松多
了，也感受到了孩子对自己的
爱，同时也认为以后要多放手，
发挥孩子的积极性，培养孩子的
独立性。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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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娃太累了”

父母不和与孩子的精神健康息息相关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国外的研
究者就指出父母不和与孩子的精神
健康息息相关。国内的学者也曾做
过相关实验：让父母讨论他们之间
的分歧，孩子在现场佩戴实验装置
以测查他的情绪状态。实验发现，
虽然孩子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是情绪却会随着父母讨论问题
的激烈程度而波动，父母吵得越厉

害，孩子情绪唤起的各项生理指标
越高。当实验者出示孩子情绪的波
动表时，父母都会大吃一惊，他们
以为孩子不闻不问，好像没受什么
影响。

父母不和，还会衍生出其他的家
庭关系形态。比如，父母一方牢牢抓
住孩子，让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对抗
另一方，形成一种三角关系；或者父

母一方对另一方彻底失望，把自己所
有的情感都投注到孩子身上。这些家
庭动力的形态看似稳定，似乎也形成
了一种表面的和谐，但实则暗流涌
动，焦虑很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孩
子缠结在父母的关系中，成为父母关
系的缓冲器，目光总是放在父母身
上，哪里还能轻松投身同伴关系、学
业及外界事物呢？

家庭关系
是孩子情绪的隐形控制器控制器

四种不健康的家庭三角关系

有学者提炼出四种类型的不健
康的家庭三角关系，这些关系状态中
的孩子往往会出现情绪上的问题，难
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第一种是“迂回支持型”三角关
系，即孩子出现病弱、无能的状态或
制造事端，让父母忙于照顾自己，以
缓解或转移父母间的关系冲突。孩子
潜意识里认为：宁愿自己挨骂，也不
愿父母争吵。有一个 10岁的男孩不
肯上学，心理咨询师问起原因，他说：

“因为我的家人对我来说，比学校更
重要！”他用这种方式来守护父母的
关系和家的完整。

第二种是“跨代联盟”三角关系，
即孩子成为父母一方的情绪配偶。一
个持续出现问题行为的孩子，可能是
站在母亲或者父亲肩膀上与其“连
体”。在中国家庭里，孩子还有可能是
和祖父母“连体”的。

在“跨代联盟”三角关系中，还
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非固
定联盟”，即孩子会利用家人之间
的隔阂见机行事，成为“两面派”，
从中为自己获得利益。还有一种情

况是“固定跨代联盟”。比如，孩子
永远和妈妈站在一起，妈妈永远都
是对的，妈妈恨谁，他就恨谁，妈
妈不停地给孩子洗脑：“你爸爸没
有责任感，对我们不管不问。要不
是因为你，我早就和你爸爸离婚
了。”妈妈将自己所有悲伤和哀怨
都倾诉给孩子，孩子成了妈妈情绪
上的配偶，与母亲成为情绪上的

“连体婴儿”。当孩子长到青春期，
该是和父母精神“断乳”的时候，
他想要挣脱却发现无法挣脱，走不
出与母亲缠结的情绪牢笼，无法做
出选择，往往易怒、情绪不稳定、做
事很纠结，缺少自我掌控感。

第三种是“代罪羔羊”三角关
系，孩子成为夫妻冲突的牺牲品。
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会回避冲突，
使冲突被深埋，把所有精力都投入
到孩子身上。这种投入有两种表现
形式，一种是对孩子过度保护，认
定孩子很弱（能力上或身体上），孩
子也在潜意识中认定自己很弱，甚
至会不停地生病，使父母忙于照顾
自己而回避冲突，让夫妻关系处于

一种虚幻的和谐中；另一种是父母
会攻击孩子，觉得孩子没有达到他
们的期待，觉得一切都是孩子的
错。孩子也会在内心认同这样的观
念，在潜意识中带着愧疚感生活。
这种情况与“迂回支持型”比较类
似，但在迂回支持的三角关系中，
孩子是主动的；在“代罪羔羊”的三角
关系中，孩子是被动的。

第四种是“父母化的孩子”三角
关系，即面对父母的冲突，子女尽力
做乖小孩，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甚至
承担起父母的功能。他们往往会“过
度负责”，习惯性忽略或压抑自己的
需要。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父母和
好，通常会左边劝劝，右边劝劝，成为
一个调和者，并拼命地学习或做家
务。“父母化的孩子”没有真正地做过
孩子，没有真正的童年，他们承受了
父母的情绪之重，通常会发展出外表
强大、内心脆弱的特质。在未来的亲
密关系中，倾向于表现强势，喜欢牺
牲自己，并怨恨别人总是让自己做出
牺牲，但却难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
和需要，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让孩子快乐成长

有研究发现，父母不

和或教养方式的不一致，比一

方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负面

影响更大。夫妻双方和孩子的亲疏关

系，甚至祖辈卷入后的各种家庭关系，

会成为影响孩子情绪的一个隐形控制

器。最令人担忧的是，家庭关系对

孩子的影响往往是隐形的，

家长们并不自知。

以上几种家庭三角关系的形成，
都源于父母之间或跨代之间未解决
的冲突。这些冲突使得家庭的动力暗
流涌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孩子情绪
和家庭氛围。另外，不是所有的冲突
都表现为外在冲突，父母之间的冷
漠、蔑视及无声的冷战，更会对孩子
造成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和焦虑，

往往让孩子有苦难言。
如何避免这些不健康的家庭三

角关系？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保持界
限。夫妻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要尽量
在夫妻内部解决，不要牵涉到亲子关
系、婆媳关系等家庭其他关系中。夫
妻之间的冲突要及时处理，而不是用
敌视、雪藏或冷战的方式来面对问
题。这需要父母有一定的情绪容纳
力、有效沟通力和豁达的宽容度等。

孩子是父母天生的守护者和观
察者。为人父母者应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经营美满的婚姻上，让孩子守护
着、观察着这份美好的关系，能从良
好的家庭动力中绽放出甜美、轻松的
笑容，得到情绪和心理上的滋养，以
更健康、阳光、积极、
毫无羁绊的心态去
走属于他的人生路。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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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答谢沧州广大群众对北京老酒收藏协会的大力支持，此次老酒鉴定评估交流会
斥资2000万元现场征集收购1953年-2021年茅台五粮液酒，50年代-90年
代中国十大名优老酒。活动日期：2021年3月17至24日止 （县市上门收购）
地址：解放西路民族会馆505 （219/159/夜5路到颐和家园下车即到） 电话：13381030311王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