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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带着女儿去做心理咨询，结果医生诊断“女儿正常、妈妈焦虑”；

●为祝孩子“旗开得胜”，妈妈竟然买回红色、绿色、黄色三件旗袍——

高考前焦虑的家长们
本报记者 吴艳

今天，距离高考只有 5 天
了！

孩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
很多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

有的家长竟盘算着孩子高
考的时候，自己穿什么衣服更吉
利；有的家长专门请假在家，走
路、说话都小心翼翼……

“不敢和孩子说话，不敢提
及高考的话题，担心影响到孩
子。”家长张丽说。

“每天都要检查孩子的身份
证，放在枕边才能睡着。”家长董
丽华说。

女儿“心理正常”
妈妈“中度焦虑”

张丽的女儿小雪是一位复
读生。去年高考，小雪的成绩刚
过本科线。生性要强的小雪想再
复读一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近半年来，张丽发现小雪越
来越不愿意说话了，不仅和同学
之间交流少了，和父母也很少沟
通。

想到曾经活泼开朗的女儿，
张丽心里忐忑不安，担心孩子因
为学习压力大，而影响考试成绩
甚至身体健康。

张丽想着和女儿谈谈，却又
担心加重小雪的负担。因此，每
次小雪放假回家，她都是小心翼
翼地和孩子聊天，就怕哪句话说
得不对，惹女儿不开心。

上周，小雪给张丽打电话，
说是想请两天假，回家休息一
下。

接女儿回家的路上，张丽一
直追问小雪回家的原因。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
要去医院？”

“没有不舒服，就是想回家
歇两天。”

“马上就要考试了，随便请
假可不好。”

“我就是在学校待烦了，回
家换个环境，调整一下心情。再
说了，在学校也是复习，回家也
是复习，不都一样吗？”

“那哪能一样呀？别人在学
校里，遇到不会的题可以随时问
老师，你在家爸妈也辅导不了你
呀！”

“你绕来绕去，不就是想知
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在学校里待
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和同
学闹矛盾了，心情不好，想回家
调整一下心情。”

小雪和妈妈说完这句话，就
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

张丽内心依然很不安，她觉
得女儿的状态很不好，担心女儿
产生厌学情绪，就联系了心理医
生，带女儿去做咨询。

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小雪
心理正常，张丽却属于中度焦
虑。

原来，小雪是累了，不愿和
妈妈多说，而这在妈妈的眼里，
就成了孩子性格变了，“不想交
谈”。

小雪在学校的确和同学闹
了点矛盾，想回家休整两天，再
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学习中去。

在张丽眼里，女儿却是产生了厌
学情绪。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张丽
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因为过度
关注女儿，对孩子缺乏信任，才
变得格外敏感。

请假在家陪考
时刻“盯”着孩子

市民刘明鑫和老公都是公
务员，家境较好。夫妻二人都是
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上学
时，属于学霸级别的学生。因
此，他们格外在意女儿的学习
成绩。

他们的女儿晓敏成绩也不
错，每次考试都是班级前十名。
临近高考，刘明鑫每天都要给女
儿打电话，询问考试成绩。刘明
鑫觉得：女儿的分数应该还能再
提升一些。

5月中旬，晓敏从外地的学
校回到家中。她告诉妈妈：“学校
里吃不好，班里很多同学都申请
回家复习了，我也要在家复习待
考。”

晓敏回到了家中，刘明鑫

也紧跟着向单位请了 20天假，
她要在家陪女儿，直到考试结
束。

刘明鑫请假在家陪考，单位
领导不高兴，女儿也不领情。晓
敏对妈妈说：“我感觉你在家就
是专门监督我学习的。我看书
时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
我。”

刘明鑫很苦恼，谁家要是
没有高考生，谁家就不会真真
切切地体会到高考前家长的焦
虑。

“我家女儿高考，这是她人
生最重要的一个战场。你说我能
掉以轻心吗？无论请多少天假，
我也得陪着女儿。”刘明鑫有些
委屈地说。

孩子在家这些天，刘明鑫
内心无比焦虑，她觉得距离高
考越来越近了，女儿的状态却
不好。

“我瞧谁家的孩子都比我家
孩子好。每天看着孩子不哼不哈
的样子，心里着急还不能说。话
说重了，她不学了，跟家长闹情
绪。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问
问你吃了吗，想吃什么，这几天
累不累……关于学习的话，我一

个字不敢说。”刘明鑫说起来一
脸苦恼。

希望孩子“旗开得胜”
妈妈买回三件旗袍

儿子高考前一周，董丽华的
生活重心便从工作转换到每天
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了。

她不敢和儿子多说，就经常
向别的家长请教，考前家长应该
怎么做。她得到的答复，无非是
尽量让孩子保持好心情，睡好、
吃好，不要给太大的压力之类。

高考的前一周，董丽华的亲
友开始在微信群里不停地给孩
子发“加油”的图片和祝福语。董
丽华虽然也回应大家的好心，但
内心却一直很忐忑。

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董丽华
与丈夫才和孩子有聊天的机会。
他们总会有意无意地聊到学习
上来，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固定
思维模式。明知道这样不好，但
是岔开话题，聊着聊着就又聊回
来了。

6月 1日上午，董丽华看着
手机又问丈夫：今天几号了？她

居然怀疑手机会出现日期错误
的情况。

晚上睡觉的时候，董丽华总
会检查一遍孩子的身份证，拿出
来看看，又放回包里。她总感觉
这个东西会不翼而飞似的。将儿
子的身份证放在客厅里不行，还
要把它放在枕头边，她才觉得安
稳了些。

离考试时间越近，董丽华越
觉得六神无主，她总是情不自禁
地想：假如孩子考不好怎么办？
是复读呢，还是随便将就上个大
学呢？

董丽华听别人说，为了给孩
子讨个吉利，有的家长烧香许
愿，有的家长则特意穿旗袍，祝
孩子“旗开得胜”。

“高考第一天，要穿红色，寓
意是高考开门红；第二天要穿绿
色，预示着高考一路绿灯，勇往
直前；高考第三天，要穿黄色或
灰色的旗袍，预示着高考生的前
程一片辉煌。我虽然知道这是一
种迷信，但还是花数百元钱网购
了三件旗袍，打算送考时穿。唉，
就为了求个心安吧！”董丽华说。

心理医生支招
放下心理包袱

记者了解到，临近高考，许
多家长产生了焦虑情绪，为此到
医院心理门诊进行咨询的家长
人数大增。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心理
科医生潘欣彤指出，高考前，许
多家长出现了焦虑情绪，孩子的
压力有一部分来自于家长。

潘欣彤建议，高考前，考生
家长应该放下自己的心理包袱，
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帮助孩子备
考。

第一，家长应该认识到，如
今，高考不再是决定前途命运
的唯一途径。决定一个人能否
成功也不再只看学历。除了有
能力，坚强的意志、顽强的精
神、健康的人格、乐观的心态也
是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家长
不要将全部心思都扑在孩子的
考试分数上，孩子的健康成长
是个综合概念，家长要更多地
关注孩子能力的培养和健康人
格的塑造。

第二，父母应当转移注意
力，别把目光时刻放在孩子身
上。考生家长要知道，高考是孩
子的高考，家长只要起到辅助作
用即可。过度关注，代表着家长
的焦虑，这无形中也会影响孩
子。家长应多与孩子沟通，让孩
子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温馨、
轻松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孩子保
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第三，马上就要高考了，家
长们需要认清楚的现实是，孩子
的成绩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家长
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孩子在
高考中，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
平。制订合理的目标，这样可以
让家长和考生保持平和心态，
减少双方的挫折感。日常生活
中，家长应弱化对考生成绩的
关注，可陪伴考生适当进行体
育运动，缓解其紧张情绪。

考场外的家长们考场外的家长们 （（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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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新华区市场蔬菜部诚聘一名男送货员
年龄45-60岁，工资每月3000元，工作时间为凌晨三点半到

早上十点半，要求熟悉国富市场周边环境，踏实肯干，吃苦耐劳，
能长期工作，有意者请联系董女士，电话：15731763023，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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