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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很好奇在学校心理
辅导室里发生了什么？其实，在
这里每天都可以听到或令人痛
心或令人惊喜的故事。

小云的故事

这天中午，心理辅导室迎来
了一位长着一双漂亮大眼睛、待
人彬彬有礼的女生。

小云（化名）刚坐下，就开始
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她的故事：

“哥哥意外身亡，妈妈又生病了，
而喜欢男孩的爸爸长期在外，用
工作来麻醉自己。我要成为一
个完美无缺的人，让爸爸知道，
我比男孩子更出色。这么多年
来，种种的委屈、害怕和抱怨我
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没有告
诉过任何人。”

说着说着，小云的头越垂越
低，然后沉默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
……

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突
然，小云大声叫喊着：“不要再说
了”“老师，他们在嘲笑我，您听
见了吗？”

我的心咯噔一下，问题比想
象的要严重。我问小云：“他们
是谁？在说你什么？”

小云激动地说：“是我的同
学。他们说我想哭不敢哭，成绩
这么差，什么都不会。他们说得
很大声，想让全校的人都知道。”

辅导室里只有我和她，此时
是 中 午 一 点 多 ，校 园 里 静 悄 悄
的。我意识到事态严重，小云完
全陷入她的妄想世界里，我能感
受到她的恐惧、痛苦、孤独和无
助。

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
及保密例外原则，我们联系了小
云的监护人，并将其转介到医院
的专科门诊。医生诊断小云为
精神分裂症，她接受了住院治疗
并休学。之后处于康复期的她，
回到了校园里。每周，小云都会
准时来到心理辅导室，和我分享
她一周以来的喜怒哀乐。一个
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每
一次辅导，我都耐心倾听着、积
极回应着小云的诉说。

……
一年的时间，我就这样陪伴

着她。后来，小云如愿以偿考上
了大学。

小云这样写道：“我学会了
真诚地面对我的不完美，同时我
也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人。只要我想哭就可以哭，
想 笑 就 可 以 笑 ；不 管 我 多 么 糟
糕，心理老师总能让我看到自己
的好，使我有勇气面对困境。我
好想对她说：‘今生遇见您，真
好！’”

小云的这番真情告白，让我
倍感幸福。能够帮助患病的学
生在康复后，重新适应学校并得
到较好的生涯发展，我相信其中
倾听与接纳发挥了重要作用。

倾听先于教导
接纳先于改造

作为老师或家长，当看到孩
子的不良行为，例如说谎、迟到、
不交作业、厌学、沉迷游戏，可能
第一反应就是指出错误、教育引
导，但却忽略了这些行为背后的
原因以及事情的本质。倾听，既
有助于了解事情的真相，方便对
症下药，又能让孩子感觉到师长
对他的尊重，更有利于沟通。

总是被指责的孩子，只会怯
懦、退缩，丧失自信。接纳的态
度是需要传达给孩子们的，例如
人无完人，这次做得不满意，下
次再努力些。有的人更容易坚
持，有的勇敢，有的友善，有的谨
慎，各有各的性格优势和能力。
帮助孩子发现这些，远比盯着短
板要有价值得多。

被倾听，会让人感到自己很
重要；被接纳，会让人对未来抱
有希望。愿我们倾听与接纳彼
此，遇见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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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涉及一涉及一
起虐猫事件的东南起虐猫事件的东南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学生徐某某考研两学生徐某某考研两
度被刷一事度被刷一事，，引发引发
了舆论的广泛关了舆论的广泛关
注注。。虽然该生报考虽然该生报考
的南京大学和兰州的南京大学和兰州
大学均未公开拒绝大学均未公开拒绝
录 取 是 因 为录 取 是 因 为““虐虐
猫猫””，，但很多网友认但很多网友认
为为，，““虐猫虐猫””正是他正是他
虽然专业考试成绩虽然专业考试成绩
名列前茅但未能通名列前茅但未能通
过考研面试的原过考研面试的原
因因。。不仅如此不仅如此，，近近
日日，，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瑶湖校区虐猫学生瑶湖校区虐猫学生
郭某因违反校规校郭某因违反校规校
纪被开除学籍纪被开除学籍。。

舆论认为舆论认为，，将将
““虐猫虐猫””等失德行为等失德行为
纳入招生考核折射纳入招生考核折射
育人导向育人导向。。此次事此次事
件议论纷纷的背件议论纷纷的背
后后，，我们需要反思我们需要反思，，
为什么大家会对为什么大家会对
““虐待动物虐待动物””的事件的事件
感到厌恶和愤怒感到厌恶和愤怒？？
其行为背后折射出其行为背后折射出
哪些心理问题哪些心理问题？？本本
期细说心语期细说心语，，我们我们
一起来探讨如何与一起来探讨如何与
身边的动植物和谐身边的动植物和谐
相处相处。。

“动物和植物，其实也需
要我们真心爱护和善待；相
比其他动物，像猫和狗等，
与人类较长时间为伴，他们
既依赖我们，也陪伴我们甚
至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
不应该伤害它们。”广州市
真光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蒋蔼
瑜表示，“虐猫”本质上是故
意伤害，从道德上应予以强
烈谴责。从法律上，我国并
没有明文规定虐待动物是犯
罪，不是犯罪就不会涉及量
刑的问题，“但是，法律相对
滞后，所以才更需要道德约

束。”蒋蔼瑜表示，道德是大
家的普适价值观也是无形的
公约，我们国家一直提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护动
物是文明且友善的行为，每
位公民应践行。伤害动物，
引起公愤，自然是因为此行
为违背了道德。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公
众对虐待动物行为感到愤
怒，是因为人性向善，正因
为人们心中有爱，懂得表达
爱，赋予爱，动物、植物和人
类才能和谐共处，繁衍生
息，其乐融融。同时，人皆

有怜悯之心和共情之力，当
看到弱小动物受到摧残和虐
待，会激起大家的厌恶和愤
怒情绪，出现这些情绪是正
常的。”蒋蔼瑜认为，倘若人
们对“虐待动物”无感或者
置之不理，那么生存在这个
冷漠的世界里，便是“危机
四伏”，“当然，有情绪也需
要理性和克制，合理批评不
等于情绪宣泄，人们应该认
识到爱护动物和珍爱生命是
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共同
责任，因此，人们的厌恶和
愤怒情绪也需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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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只是看到类

似的视频，都有一种本能的
不适感，可是为什么会有人
要虐待动物呢？珠海市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
级中学心理专职教师单佳
楠表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
说，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有动
机，如宣泄情绪、满足欲望
和需求等。虐待动物的行
为亦如此，他们真正的动机
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外显的
迹象来看，推测动机有如下
几种。

一是宣泄压抑的负面情
绪。一些虐待动物者表面看
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是大
众眼中的优秀者。为了营造
大众眼中的完美形象，他们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累的
负面情绪、压力也就相对较
大。大部分人宣泄情绪的方
式无外乎两种，要么朝内，自

我调节或自我伤害，要么朝
外，对外倾诉或向外攻击。
虐待动物自然是后者，且是
其中最极端的方式。

二是“欺负”的转移。这
一类动机通常见于日常生活
中处于弱势的虐待动物者。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因身体
弱小或性格懦弱等原因被周
围人欺负，却不具备反击的
能力，于是将这种欺负变本
加厉地施加到了更弱小的动
物身上。

三是满足控制欲。我们
每个人都希望对自己的生活
拥有掌控感，这也是安全感
的来源之一。但有一些人，
因为生活得不顺，无法拥有
对于当下和未来的掌控感，
不确定性让他们无所适从，
而看着一个生命完全掌控在
自己手中，可以随意拿捏、虐
待，甚至结束它，这产生了极

大的满足感和控制欲。
四是精神自残。极少数

的虐待是针对自己喜欢的
动物的。这一类人或许是
将自己投射在了动物身上，
通过虐待动物的方式，让自
己感到心痛，实现精神自残
的目的。

五是获取关注。获得
他人关注是每个人都会去
追求的，但大部分人会通过
自身的努力实现。有一些
人在生活中难以获得关注，
通过将虐待动物的视频、照
片传上网，获得了大量的关
注、点击，极大满足了被关
注的需求。

单佳楠强调，无论上述
哪种情况，虐待的过程和结
果满足了施暴者的需求，满
足感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
行为，“若无及时有效的干
预，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虐待动物”的反面是爱
护动物、爱护生命。人与自
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动物也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每一种生
命在大自然中都有自己独特
的价值。“因此，爱护动物、爱
护我们身边的生命就是爱护
我们自己。”中山市教育教学
研究室心理健康教育教研
员、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梁剑玲

表示，作为人类，我们要树立
生命至上的信念。“生命至
上，并不意味着只看到自己
生命的重要性，我们也必须
承认别人的生命、其他的生
命同样重要。‘仁者爱人，推
己及人’，具备这样的情怀，
理解这样的道理，才会让我
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梁剑玲进一步指出，大
自然是一个宝库，不仅带给
我们丰富的物质生活，还带
给我们健康文明的精神生

活。“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体验，在山野之中感觉空气
特别地清新，看到野花和动
物时会感到快乐，听到大自
然的声音时也会产生愉悦
感，登高望远大汗淋漓却心
旷神怡……人在大自然中身
心俱佳的感受会使人喜欢这
种人与自然互动，而逐渐融
入自然、热爱自然。”梁剑玲
建议，要让我们身心健康，不
妨从亲近和热爱大自然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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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开展
生命教育，不仅能让孩子认
识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还
能引导他心怀感恩地去珍惜
和保护生命。亲近大自然是
父母给孩子上的“生命教育”
必修课。

对于幼儿园或小学阶段
的孩子，父母可以带其去植
物园、动物园、郊野公园等地

方，与孩子一同认识、观察各
种动植物，一起了解各种动
植物生命诞生与消失的过
程，帮助孩子感受生命的来
之不易。对于初高中的孩
子，父母可以让孩子独自照
顾一种植物或动物，观察、记
录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培养
孩子责任心，学会呵护生命、
善待生命。

在认识动植物过程中，
孩子的注意力可能会被其他
事物吸引，父母可以采用模
拟与动植物对话的方式重新
吸引孩子的兴趣。在照料动
植物时，孩子可能出现不得
不面临动植物生病或死亡的
情况，父母需要及时肯定孩
子的付出，安抚他的失落情
绪，助力其重新振作起来。

尊
重
生
命
，

一名学生的
真情告白
广东番禺中学 陈慧瑜

为何大家对“虐待动物”如此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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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家：徐航航（广东省教育研究
院心理健康教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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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虐猫”事件影响到
升学，蒋蔼瑜作为中学老师，
她特别提醒学生和家长，升
学和录取，成绩确实不是唯
一的衡量标准。在高考前，
每位考生档案里面放有高中
学生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
高中学生档案需要班主任每
学年撰写评语，而综合素质
评价则需要填写心理素质的

等级，从这里能看出国家在
教育和选拔人才时，对人的
思想表现以及心理素质的重
视。在考研中，复试也有政
审环节，政审内容包括了考
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
作学习态度、职业道德、遵纪
守法等方面。录取前提包含
了多方面，比如考试成绩和
复试政审等，任何一个环节

达不到要求，考研原则上是
不予录取。

“因此，哪怕施暴者成
绩再优异，也不能忽略其他
的考察因素，更不能唯成绩
而论，树立成绩至上的价值
观。从幼儿园到高校，应遵
循国家倡导的‘五育并举’，
德 智 体 美 劳 全 面 和 谐 发
展。”蒋蔼瑜说。

温馨提醒：升学和录取，成绩确实不是唯一衡量标准

“虐待动物”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心理问题？

看到上述原因分析，或
许有的人会在其中找到自己
的影子，会担心自己是不是
也会成为那样的人。“其实前
文所述的背后动机本身并不
罕见，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共
通，但将想法付诸现实，用虐
待动物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满
足 自 己 的 需 求 ，这 才 是 问
题。”单佳楠强调，究其根源，

“虐待动物”是同理心的丧失
和控制能力的缺失。

单佳楠进一步解释，同
理心是指站在对方立场设身
处地思考的一种方式，与我
们常说的共情是类似的意
思。同理心让我们能够换位
思考，识别并且感受到对方
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看到虐待动物的视频，会本
能地不适，因为我们会忍不
住去想‘被这样对待的小动
物，该有多疼、多无助。’”

同理心的丧失可能是先
天神经发育的结果，但更大
的可能是后天环境的影响。
若对于任何人、事、物都缺乏
同理心，则可能是反社会型
人格障碍。虐待动物者是不
是人格障碍的患者，需要进
一步的探索才能够确定，但
至少在实施这一行为时，他
们的同理心是缺失的，对生
命是冷漠的。

人类的控制能力来自前
额叶。我们的原始脑和情绪
脑通常会有很多不受控的想
法和冲动，其中不乏杀戮和

暗黑等内容。但前额叶像是
汽车的刹车一样，能够将这
些想法和冲动控制在脑内，
而不付诸行为。虐待动物者
的控制能力显然是较低的，
因此放任自己的冲动，伤害
其他的生命。

单佳楠提醒道，如果发
现自己有虐待动物的行为，
或这样的冲动已经强烈到即
将失去控制，建议尽快去向
专业人士寻求心理帮助。“能
够觉察自己的行为，并在事
后知晓自己的行为属于虐
待，这说明自知力尚存，大部
分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都
是可以缓解和治愈的，切勿
讳疾忌医，让自己‘沉沦其
中’。”

专家建议：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我们的世界才更加美好

接触自然对心理健康的
促进作用被日益重视。有研
究者发现，每周至少花两小时
亲近大自然的人比从不走进
大自然的人身体和心灵更为
健康。我们不仅要有亲近自
然的机会，而且要保证亲近自
然的时间，这样才可以更好地
促进身心健康水平和提升我
们的幸福感。

一是增加与自然接触的
机会。快节奏的生活、强刺激
环境，容易使我们的身体长期
处于超负荷状态，更需要增加
与自然的接触机会。在自然

环境中让我们从高度紧
张的压力状态中抽离出

来，保持稳定宁静的心境。当
然，最重要的是日常生活要融
入自然。平常的日子，也尽可
能每天有时间到户外活动，在
工作学习休息之时走到室外
沐浴阳光，饭后在户外散步，
周末在草地操场玩耍打球。

二是保证户外活动的时
间。无论是在公园散步、露
营，还是在山川平原中旅行还
是去海滩度假，都可以让我们
与自然亲密接触。这些户外
活动的时间既让我们身心放
松，还可以与人亲密互动，找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心理健
康提供积极的社会支持。

三是创造室内的自然环

境。对于那些无法经常外出
的人来说，创造室内自然环境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窗
台种花种草，在家中摆放一些
盆栽植物，这些都可以带来接
近自然的感觉。

四是积极参加公益环保
活动。通过参加植树护林、
社区环保、照料小动物等公
益活动，丰富我们与自然的
关系和情感，培养我们的环
境保护态度，促使我们更愿
意保护自然、乐于亲近自然，
从而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自
己也会有更好的身心健康状
态。

专家建议：给自己创造机会，尽可能多地亲近大自然

练一练碎碎念

父母可以和孩子周末到
大自然中捡拾掉落的植物制
成标本，具体步骤如下：

1.捡拾植物。在大自然
中寻找、收集自己喜欢的树
叶、花朵等。

2.清洗植物。将捡到的
植物清洗干净，晾干备用。

3.压制植物。将植物铺

到纸张平面，用厚重些的书
本进行压制。

4.粘贴标本。用白乳胶
或者其他胶水，将植物粘贴
在标本框中。

5. 查找资料。确 认 植
物的名称和种类，方便记录
和分类。

6.粘贴名签。将植物标

本名签粘贴在标本旁边，写
下植物名称、种类、标本日
期等信息。

温馨提醒：在制作植物标
本的过程中，孩子可能为了让
标本更美观而采摘未掉落的
植物，父母需要提醒孩子不可
采摘，从细微之处让孩子真正
体会到何谓尊重善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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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大自然，是父母给孩子上的“生命教育”必修课 制作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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