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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眼”的背后……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孩子放寒假回家，团圆喜悦过后，一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
生，开始不断上演“甜蜜的烦恼”——

“你怎么还不起床？这都日
上三竿了!”上午9点，一忍再忍、
忍无可忍的李淑琴冲进女儿的
房间，一把拉开了窗帘。“晚上不
睡，早晨不起，你现在简直黑白
颠倒了。”李淑琴的声音不自觉
地提高了几倍。

听到妈妈的批评，今年上
大三的李萌用被子捂住了头，
依旧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妈妈
继续站在床边说个不停：“你成
了夜猫子了。这样长期下去对
身体也不好啊……”

晚睡晚起矛盾生

上学的时候，父母和孩子
一方忙工作，一方忙学业，难以
见面，彼此心头更多的是想念。
寒假假期到来，孩子终于回家
了，然而三天欣喜过后，家庭矛
盾也频频发生。

“天天盼着女儿早点放假
回家，现在总算回来了，可看到
孩子这个状态，气又不打一处
来。”这两天，家住运河区佳苑领
域小区的李淑琴一见到邻居就
止不住唠叨，“这孩子每天不是
黑白颠倒地睡觉，就是拿着手
机、守着电脑不停地玩儿，我每
天早晨叫她起床就一肚子气。”

李淑琴说，女儿李萌在保
定上大学，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放假刚回家前几天还能和父母
聊聊家常，之后她每天就是抱
着手机玩，凌晨两三点钟才睡
觉，一觉起来就到了吃中午饭
的时间。

李淑琴和丈夫有着良好的
作息规律，每天晚上 10点睡觉，
早晨 6点起床，几乎雷打不动。

李淑琴觉得女儿这种作息
时间特别不好，很伤身体。她跟
女儿语重心长地谈了几次，劝
她早睡早起。为此，李淑琴还精
心地为女儿准备了营养丰富的
早餐。谁知，女儿拿她的话当耳
旁风，一句也听不进去，每天的
早餐做了白做。

一开始，李淑琴还忍着脾
气不批评孩子。几天后，她终于
忍不住了，冲进女儿李萌的房
间，大声地嚷了起来：“天天不
是看手机就是玩电脑，其他时
间就是睡觉，卧室都不愿意出，
你这像什么话？”

经过几次争吵后，母女俩
开始“冷战”，谁也不理谁。李淑
琴再也不管女儿，女儿也继续
晚睡晚起。“孩子不回家就特别
想她，谁知盼回来之后，又被她
气得我血压升高。”

李淑琴的女儿李萌也是一
肚子委屈，“每次放假的第一
天，你妈咋看你咋喜欢；一周
后，你妈咋看你咋不顺眼；一个
月后，恨不得你赶紧滚回学校
去。”李萌告诉记者，这不是笑
谈，而是她家的真实写照。

早上 8点，她还在梦乡的时
候，妈妈就敲门喊她吃饭，她就
捂在被子里装听不见。她最受
不了的就是，妈妈经常推门而
入，站在她床边说个不停。李萌
说，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晚
睡，放假了，原本想自由一些，

没想到由此和父母闹得很不愉
快。“平时上学，紧张惯了，放假
几天也不让人舒心。”李萌说。

“猪窝”之争

这两天，50 岁的徐英华真
正有了“见不到孩子想，天天见
又少不了吵”的感觉。

上大一的儿子放假回家之
前，她把儿子的房间收拾得一
尘不染，换了新床单、新被褥，
桌子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柜
子里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甚
至还买了新窗帘挂上。“我连床
底下都扫得特别干净。”徐英华
说。

儿子回来那天，她还特意
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表达
团圆的喜悦。“排骨、鸡翅、带
鱼……提前好几天我就开始忙
活了。那几天，心心念念地盼着
孩子放假回家。”徐英华说。

孩子回家后，夫妻俩特别
高兴，连连嘱咐孩子吃好喝好，
好好休息。孩子回来的第三天，
当徐英华走进儿子房间的时
候，她的气一下子冲了上来：原
本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屋子彻底
变了模样。

一堆脏衣服摆在地板的中
间；喝剩下的饮料瓶随意地放
在书桌上；床上铺好的床单早
已经凌乱不堪；脏袜子扔在房
间的角落里……“我数了数，竟
然有 11只袜子，每只袜子都找
不到另外的一只……”徐英华
无奈地说。

徐英华赶紧让儿子收拾屋
子。谁知儿子却满不在乎地说，
屋子已经很干净了。“你这屋子
简直成了‘猪窝’了。”徐英华忍
不住大声嚷嚷起来。

“妈妈，能不能不要随意进
我的房间。”王铮也不高兴了，他
觉得自己的房间不算乱，自己想
收拾的时候自然会主动收拾。

妈 妈 徐 英 华 实 在 看 不 下

去，让儿子立刻收拾好屋子。
看着儿子慢吞吞地收拾着

屋子，徐英华真是气不打一处
来。“快点，别这么磨磨蹭蹭的。
你可真是太懒了……”

“我回家就挨骂，还不如在
学校里。”儿子黑着脸说。

“不顺眼”

“回到家就只会抱着手机
打游戏、看视频，一会儿哭了，
一会儿乐了。”家住运河区文承
苑小区的马月香看着放寒假回
家刚一周的儿子，已经特别“不
顺眼”了。

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妈妈
马月香总是主动拉着儿子唠家
常，她想听儿子说说学校的事
儿，想让儿子陪着她说会儿话。

谁知儿子特别不配合，一
坐上沙发就拿起了手机，甚至
坐在餐桌上吃饭也是一直拿着

手机看。妈妈问两句，他也是简
简单单地“嗯啊”两声。

几次之后，马月香实在是
忍不住了，发起火来。“你现在

‘腕儿’太大了，上赶着跟你说
话都不搭腔。”

马月香抱怨，她只是想了
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可是孩
子已经没有耐心陪着他们聊
天，更别说一家人谈谈心了。

马月香的儿子没放假时，
也盼着回家，可回到家，他就没
有了说话的欲望，只想一个人
待着。“两代人关心的话题也不
一样，他们想说的，我也没兴
趣。”他说。

两 代 人 的 生 活 趣 味 不 一
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成了家庭
矛盾的焦点。

家住运河区兰亭苑小区的
张文慧今年上大三，放假回家
后，她也遇到了自己的烦恼。

团圆高兴的劲头过后，妈
妈就想让张文慧陪着去串门，

今天去大姨家吃饭，明天去二
姑家……

到了亲戚家，张文慧觉得
很没意思。张文慧和妈妈串了
两次亲戚家之后，妈妈再怎么
叫她，她也不去了。“我觉得很
尴尬，不知该怎么说那些家常
话，宁可在家里发呆，也不愿和
我妈走亲访友了。妈妈为此还
有些生气，觉得我不懂事。”

拒 绝 了 串 亲 之 后 ，妈 妈
又 拉 着 张 文 慧 去 逛 街 、逛 超
市……张文慧一开始还跟着去
了几次，后来，她彻底“罢工”
了。“我跟我妈摊牌了，不要再
拉我跟着她出去了。”

“盼着孩子回来，回来了没
几天，我们就因为想法不一样
闹起了矛盾。”张文慧的妈妈无
奈地说。

换位思考

“现在的大学生是怎么了，
真是太不懂事了。”记者采访了
10 多名大学生的家长，他们都
在这样抱怨自己的孩子。

家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
孩子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和整
天抱着手机玩的状态。而孩子
们早已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
式”，回家就等于“身心全面放
假”，不愿配合父母进行改变。

为此，记者采访了我市二
级心理咨询师于丽丽。作为一
名多年从事家庭教育的心理咨
询师，她认为出现这种问题，双
方都有责任。

于丽丽指出，大学生大都
是年满 18周岁的年轻人，自我
意识逐渐成熟，希望能独立掌
控自己的生活。对于父母来说，
在他们心里，大学生依旧是孩
子，他们并不能完全放手，还是
按照一名未成年孩子的标准去
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双方多考虑对方的想法，并作
出让步。

一方面，家长不要总试图
干涉他们的一举一动。干涉得
太多，双方难免会发生分歧，造
成家庭氛围紧张。当父母发现
与孩子出现无效交流的时候，
要学会反思自己。于丽丽建议，
在假期中，家长要适当给孩子
更多的空间，而孩子也要和父
母坦诚交流。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大学
生，要体谅父母的苦心。父母有
时用唠叨的方式吸引孩子的注
意力，让孩子跟自己说话。大学
生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
母，比如生活要规律、起床后不
要没完没了地盯着手机看等。
作为子女，要懂得感恩，换位思
考，与家长坦诚交流，珍惜和父
母在一起的时间，增加自己的
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于丽丽表示，孩子与父母
之间的冲突都不叫冲突，只能
叫“闹脾气”，大家不过在赌气
而已。父母和孩子要互相调试，
互相理解，享受在一起的美好
时光，度过快快乐乐的假期。

（文中受访大学生和家长为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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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嘉超市福利卡，一卡惠全城，
精 品 年 货 ，一 站 式 购 齐 ，
这个春节来上嘉超市就对了！

春节团购选上嘉
团购电话：0317-5693760、18303283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