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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格障碍者

■成长·赋能

现实生活中家校协同育人是一个难点。随着社会发
展，家长的教育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和个性化，致使家长与
教师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意见相左引发冲突。另外，受不
同家庭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学生，认知差异导致语言表达
和交往方式不同，原本发生在孩子之间的小摩擦也能上升
为家长之间、家校之间的冲突。再有，孩子看问题的角度
与成人不同，家长对孩子的心理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对老
师和学校容易产生误解。各类家校冲突一旦发生，处理不
好就会成为教育工作的痛点、学生成长的堵点。

低年级学生正需要学习和掌握交往规则

“邯郸初中生遇害案”事件的发生，再一次引发家长
的安全焦虑。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妈妈，看到监控
中俩孩子轻微打闹，老师在一旁及时恰当地制止，报警
后警察善意地规劝依然没完没了，要求学校认定孩子遭
受了“校园欺凌”，要求对方家长赔偿并做出承诺。班主
任和校领导耐心、反复地沟通，依然是一言不合就打
12345，这位妈妈的做法不仅达不到诉求，还让两个孩子
不知所措，耗费巨大的社会和学校管理成本及资源。

其实，小学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正需要学习和掌握
交往规则，发生一些小矛盾也是经历成长，老师和家长
要关注但不能事事包办，代替成长。孩子们会在平和顺
意与矛盾纠葛中学会人际交往，在一次次解决问题的实
践中积累面对困境、化解矛盾的经验，为以后的人生种
下饱满成熟的种子。

小学阶段是孩子交往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站”，与
同伴的交往是他走向社会做准备的“重要一课”。孩子
之间交往出现矛盾，学校不会简单地把问题推给家长去
解决，家长也不应该因事情发生在学校，就简单地把责
任加载到学校和老师身上。学校和家长一定要携起手
来，给予孩子健康成长强有力的支持。

家长用“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健全人格去
影响孩子

有一次，在我们学校里，学生被教室里裸露的簸箕
秆扎伤，这暴露了学校安全管理和日常教育中存在疏
漏。但家长的一系列不理智行为导致孩子长时间不到校
上课，索要赔偿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还成了恶意诋毁
学校声誉的被告，最终学校胜诉。对于校园安全来说，
确实是细节决定成败。但意外发生后，学校和家长都要
保持理智以商讨解决方案，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次生灾害。

这些年，家校矛盾成为令很多学校、教师苦恼的问
题。一方面，家长抱怨老师不如从前；另一方面，老师
羡慕过去时代的家校关系，孩子不好管、不让管、不能
管，家长不好惹、不敢惹、不愿惹。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优质教育有很高的期待，
但对优质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时家长的诉求和主张是
合理的，有时则属于负面情绪的宣泄。培养一个内心强
大而积极向上的孩子，更需要家长用自身“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的健全人格去施以影响。自己拥有生命阳
光，才能给孩子带来光亮。

家长的信任是协同育人的基础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做到有童趣、能激趣、讲公
平，得到学生的喜爱是实施教育的前提；建立良好的家
校关系，做到爱孩子、有方法、负责任，得到家长的信
任是协同育人的基础。

活泼热情的佟老师已工作 20 多年，她喜欢用“数
学之星”游戏鼓励学生学习数学。有一天，佟老师对上
课走神的小梅调侃道：“小梅，你是不是在想午饭吃什
么呢？”谁知下课后小梅被一位同学奚落：“怪不得你一
颗‘数学之星’都没得，就想着吃呢。”小梅委屈地把
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认为佟老师歧视女儿，坚决要求
学校换掉她，佟老师的公开致歉也被小梅爸爸放到了朋
友圈和班级群里。其他任课老师都如“惊弓之鸟”，在
小梅的教育上尽量躲闪。得知此事的一些家长还火上浇
油，在班级群里力挺佟老师：“老师管孩子是为你好，
这样的老师不能换。”学校最终决定：佟老师不能换，
也不能不换。先是取得其他家长的支持不再以暴制暴，
之后，真正帮到小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于是，班主任宣布：“佟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数
学课我来上，如果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我随时请佟老师
来帮忙。”家委会理解支持学校的良苦用心，团结其他
家长配合学校。冷却两周之后事情有了回暖，班主任

“故意”让同学去请佟老师帮忙的次数逐渐增多，连小
梅都问：“佟老师您好了吗？什么时候给我们上课呀？”
慢慢地，佟老师又重新回到了班级，小梅爸爸也删除了
在网上对老师的指责。

一切从儿童利益出发，才能智慧地找到家校
冲突解决方案

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新教师小王身上。小王大学毕
业后参了军，复员回来入职我校第一年就担任了二年级
班主任。王老师这个大男孩儿很快就赢得了孩子们的认
可，他教男生下午课犯困时练一种跪蹲的军姿来提神。
有天，小明回家跟妈妈说：“王老师教我们男生下跪，
今天浩浩就下跪了。”小明妈把事情告诉浩浩妈：“老师
让浩浩在全班面前给老师下跪。”浩浩妈连夜征求亲朋
意见，大家义愤填膺：“这还了得，报警！”警察传唤王
老师，王老师百口莫辩，还是浩浩自己演示动作还原事
情真相。浩浩演示完把警察都逗乐了。

家校冲突发生时，社会舆论更多偏向于“家长是弱
势一方，学校是强势一方”。其实，一切从儿童利益出
发，成人之间的对与错、得与失都显得那么渺小。我们
需要的是直面问题，智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总之，教育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事，需要家长的支持、
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彼此的理解，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协同。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党总支书
记、北京市特级教师、特级校长）

解决家校冲突，
一切从儿童利益出发

钟亚利

电影《我经过风暴》让人闻“陈均”色变，
正如 2001 年电影《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
安嘉和，他那阴沉扭曲的表情、起伏不定的情
绪、残忍暴戾的行为让人毛骨悚然，陈均不信
任妻子，在家里装满了摄像头，经常在没有证
据的情况下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他坚定地
认为是妻子毁了他和家庭，因而不断地用暴
力言行表达对妻子的愤怒，最终，陈均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家庭也支离破碎。

有人将悲剧归因于陈均自作自受，却没
有发现那个隐匿于陈均背后的元凶——偏执
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以“偏执”为主
要特征，是指一种以毫无根据的焦虑、怀疑为
特征的慢性和持续的心理状态，若偏执状态
严重，可能会发展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偏执
型人格障碍的发病率一般在 1.2％～4.4％，
男性多于女性。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五版中将其描述为对他人不信任、猜疑和嫉
妒，倾向于把他人的动机解释为恶意。偏执型
人格障碍患者的典型表现是猜疑和敌意，他
们通常坚持己见，自以为是；先入为主怀疑他

人对自己的忠诚，对他人缺乏信任感，没有充
分证据地反复怀疑配偶或性伴侣的忠诚度，
猜疑他人会伤害、欺骗自己；情绪焦虑紧张、
易愤怒，会记恨；回避和他人亲近，拒绝他人
善意行为，容易出现攻击性言行。

偏执型人格障碍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
来困扰或麻烦，影响婚姻幸福和职业发展，甚
至会激发犯罪行为。国外一项对百余名偏执
型人格罪犯的研究发现，偏执型人格障碍患
者与各种各样类型的犯罪有关。

研究显示，偏执型人格障碍的遗传率约
为 68%，儿童时期遭受虐待和情感忽视是偏
执型人格障碍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陈均妻
子在法庭上说出陈母也曾长期被陈父家暴，

这说明陈均的偏执型人格障碍可能遗传父亲。
陈母在得知儿媳要离婚时曾严厉地对陈均说：

“连自己媳妇儿都管不住，还是个男人吗？”陈均
给母亲端来亲手做的面条时，陈母将碗打碎在
地，并将一把戒尺狠狠摔向儿子：“无规矩就不
成方圆，这婚不能离！”由此，可以推测出，陈均
可能长期遭受母亲的身体和精神虐待以及情感
忽视，被严苛要求又得到不接纳、信任和支持，
严重缺乏安全感、自我价值感，无法对他人建立
起信任感，对生活中的事情容易做出消极解释，
导致最终发展为偏执型人格障碍。

偏执型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很
难改变，又不容易被及时发现。所以，早期预防
非常重要，及时识别和治疗也很有必要。

家庭方面，要对孩子进行正面管教，既不严
厉惩罚也不骄纵孩子，以和善而坚定的态度对
待孩子，向孩子真诚表达理解、关心、支持和爱，
让孩子在家庭中体验到更多的欢乐、和谐和尊
重，提升孩子的安全感、价值感、责任感。学校方
面，要给学生提供积极教育，关注学生的优势资
源，及时给予正向反馈，避免使用谩骂和体罚等
教育方式。同时，要多开展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帮助学生体验积极情绪，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社会方面，要创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传递正能量，避免在多元
文化和多元思想中迷失方向，避免各种社会不
稳定因素成为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温床。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过度猜疑和残忍暴戾的“安嘉和们”
——认识偏执型人格障碍

徐 翠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家庭学校的
教育和社会的熏陶有关

当不少父母含辛茹苦将孩子养大时，却
发现，孩子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不知父母亲
人冷暖，不懂感恩。

何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厦门大学医
学中心主任助理、厦门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心
理与临床专委会主任申东杰看来，“利己指自
私自利，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责任
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问题不在于缺乏判
断力，而在于明知是不道德的事却仍然去做。
知行不一、自私自利，出现类似‘双重人格’的
现象，看似聪明，其实都是小聪明，格局不大，
发展有限，一般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有人曾调侃地将某些大学生比喻为发射
到天空中的卫星，从不主动给父母打电话，偶
尔发来微弱的信号就是要钱。申东杰认为“这
个比喻非常形象”，有的大学生不关心父母、
不关心家，只会埋怨父母不是有钱人，有的甚
至借钱也要摆阔。

为什么会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申东杰
认为，一方面问题出在家庭教育上。家庭是人
生最持久的容器，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童年找
到根源，家庭对于孩子的品性培养至关重要。

“天下父母都爱孩子，但是有的父母不知道如
何爱。”申东杰举了个例子，比如，把鸡腿留给
孩子吃，美其名曰是“妈妈不爱吃”。如果孩子
跟妈妈没有沟通和情感互动，结果可能是孩
子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理解不了妈妈这样做
是因为“爱”，孩子以为妈妈确实不喜欢吃鸡
腿，因而不会存有感激之心。另外，申东杰认
为，家庭教育中的“唯成绩论”成了最大的帮
凶，在某些家长眼中，学习成绩好掩盖了品行
可能不端的问题，这也是家长的精致利己和
虚荣心作怪的结果。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学校教育也有关。
申东杰举例说，当孩子进入学校后，看到学校
及老师一味偏爱成绩好的孩子或者父母有背
景的孩子，看到学校按照成绩分配座位或者

奖励，而学习努力但成绩一般的孩子即使有
公德心、有责任感也无法进入老师视线。“试
想，长此以往，就有可能鼓励部分孩子越来越

‘精致利己’。”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核心问题是价值

观上的自私自利，这主要与他们所处的社会
环境中自私自利的思想占了重要位置有关。”
苏州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原主任陶新华说，不
少家庭都会犯的一个错误是：或明或暗地在
告诉孩子，只要学习好就行了。“真的是这样
的吗？并非如此，人区别动物的一个本质特征
就是人除了有爱他人的本能外，还要承担一
定的社会责任。”

学习好不等于什么责任都不需要承担

在学校门口，经常看到帮孩子背包拎物
的家长。“成年人替代孩子自己能做的事，就
会削弱孩子对自己的事情要承担责任的意
识，这其实也是在换种方式告诉孩子，只要学
习好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有的家长甚
至灌输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可
以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的观点。”
陶新华说。

1 月 31 日,北大学子弑母案中的吴谢宇
被执行死刑。“吴谢宇绝对是个学霸，也是家
族的骄傲，父母的掌上明珠，但更是个典型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吴谢宇在杀死母亲后，竟
然用他的高智商将母亲藏在家里长达半年之
久，还趁这段时间向亲戚借钱到处挥霍。他这
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就把学习的意义给掏空
了。如果学习不需要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那
么学习好的意义在哪里？”陶新华反问道。

“学习好就能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
作；考不上大学上高职就是失败者，这是当今
社会的共识，这种想法忽略了人在一定岗位
上应当承担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高薪成
为衡量好工作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浮躁、急
功近利、虚荣，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就是为了高
薪可以放弃自己喜欢的事情。”什么是好工
作？在陶新华看来，只要孩子足够努力，做自

己喜欢的、擅长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就是好
工作。

陶新华分享了一位大学生的故事。这位学
生学的是当下非常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他跟陶
新华说，专业是爸妈要他报的，因为这个专业容
易就业、高薪，但他自己喜欢文学，计算机课根
本听不进去，很痛苦，无奈就在课堂上看文学
书籍。

所以，“别人家的孩子”也有烦恼。近几年，
陶新华在咨询过程中发现，反而是不少“别人家
的孩子”觉得活着没意义。“人的责任感需要通
过亲身体验才能培养起来，而很多家庭将孩子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搞得这些只需要学习
的优秀孩子没了主体感，没了自己的奋斗目
标。”陶新华建议家长要给孩子留下做事的契
机，不要事事代劳。

陶新华曾接受过一个差点跳楼的大学生的
咨询。这个学生已经站到六楼天台上了，回忆起
当时的情况他说，“看着远方的灯光，我就想把
自己融化在灯光里。后来，我开始看楼下的水泥
地。我就想，唉，活着有什么意思，真不如跳下
去。”好在他犹豫半小时后，还是给班主任打去
了电话。

“如果这学生真的跳楼了，大家会谴责他自
私自利，家庭、学校、社会为培养他花了那么大
的代价，他却随随便便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可
是反过来想，培养他的过程中，谁要求他负责任
了？”陶新华指出，是错误的培养方式导致他觉
得生命已走向虚无，也没有主体的责任感，稍遇
点挫折就会有生不如死的想法。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成年人自私自利的
价值观影响所致，而社会中的浮夸、虚荣、急功
近利及教育的短期行为也都忽略了人要承担社
会责任的本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种不
科学的教育思想通过日常的点滴实践结出的果
子。”陶新华说。

我们应当怎样爱孩子？

“爱孩子需要优质陪伴。”申东杰认为，父母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提供优质陪伴非常重要，要

专心地看着孩子玩或者陪他们玩。走错路、摔跤
都是人生体验。一掷千金不能代替陪伴，当然，
陪伴不是说教，而是在陪伴中让孩子学会情感
交流和共情。

“要耐心容错。要让孩子自己讲做错事的原
因，哪怕说不好、说得慢，家长也要耐心倾听。孩
子行为的背后常常有一个正面意图，要让他们
学会表达，家长再给予正确引导，父母态度要一
致，不急不躁地讲孩子能够理解的道理，不要打
孩子、吼孩子。”申东杰说。

要避免成瘾。当前短视频、社交软件、网络
游戏盛行，虚拟世界的诱惑很多，不少孩子沉迷
其中。“网络成瘾的孩子，做精细运动、与人沟通
及自我需求表达等方面的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父母不要图省事把孩子交给电脑、手机，制造出
父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

要避免角色缺失。中国家庭中父亲的角色
常常缺失，每天能与父亲良好相处的孩子发育
得更好，男孩更像男子汉，女孩更懂得如何与异
性交往。父母即便离异，也要协商好面对孩子时
的相处模式，不能因父母的自私而当着孩子面
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申东杰发现，不少家长喜欢把自己未完成
的梦想强加在孩子身上，这样会让孩子失去成
长和探索的权利，家长要指导孩子根据自己的
爱好特长制定发展目标，他们有权规划自己的
人生。父母强制孩子，孩子也会抛弃父母转而只
顾自己。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要传授知识，要
教书育人，特别是要加强生命教育，教会学生探
索生命的意义，过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申东杰
称，“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影响巨大，正所谓被
社会吊打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社会
可以感化人，而自私自利、诚信缺失的社会则会
让人变本加厉。”

教育孩子的全过程都要强调他们须
承担的社会责任

如何教育孩子？陶新华建议，家庭教育特别
要反思要搞清楚，自己要秉持怎样的核心价值
观去教育影响孩子。

孩子的很多事情父母、老师是不能替代的，
替代就是在阻碍孩子的发展和健康地成长。如
果爱孩子，就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和包容
度，允许他们犯错，允许他们慢慢长大。

“要相信孩子有无限的潜能。”陶新华说，
面对未来，成年人和孩子一样无知，或许孩子
的适应能力更强，家长要让孩子按照自己的特
点和想法去创新、去开拓。应该支持这种冒险
精神，只有这样，国家民族才会有更美好的
未来。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脱离了社会，脱离了
社会责任，人就沦为纯粹的动物了，有意义、有
价值、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无从谈起。所以，培养
孩子的全过程都要强调他们须承担的社会责
任。”陶新华一再强调，要从小培养孩子树立责
任意识。

孩子怎么就成了精致利己主义者？
本报记者 徐艳红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条件改善，不少家长有了新的困惑：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部分家长的幸福感却在减弱，一些孩子以

自我为中心，共情能力低，无法换位思考，无法体谅他人，永远把个人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样的现象在各阶层中发生，寒门出

娇子的现象亦不少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背后有哪些原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编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说
法来自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
授的一段话：“我们的一些大
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
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
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
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
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
吏危害更大。”

在我国经济越来越发达，有望跻身高收
入国家时，人们却发现如今的一些孩子已经
不同于以往，他们自我而共情能力低，个人需
求高于一切。

究其原因，应该与我们的家庭教育有一
定的关系。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
使得独生子女增多。可以说，在孩子们的成长
过程中，父母奉献了一切。无论从日常的生活

起居，还是学业上的各种助力，以及成年之后
的人际交往、人情世故，包括照看下一代，父
母无不亲力亲为，倾注自己的一切爱心。在父
母眼里，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能考上重点中
学、升入重点大学，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别人
家的孩子”，就是最大的成功。具体到不做家
务、不独立处理自己的事情、不考虑父母的辛
勤付出之类的事，父母认为那都不是什么了

不起的事情，等孩子大了自然就懂事了。但是他
们没有认识到，一个人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认知，
往往会伴随一生，很难改变。

环顾周围，有多少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务？要
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完成？要求孩子尊重父
母和祖父母？这其中有中国家庭人口结构越来
越小的原因，即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子女，虽然家
庭规模变小了，但家庭教育的功能却没有过时。

根据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从儿童到成
年，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如果出现了问题，基本都
是不可逆的。而我们的家长有多少懂得这个道
理呢？一个家庭往往是父亲严厉、母亲溺爱，导
致孩子趋利避害，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长
此以往，待到成年之后，世界观、价值观已基本
形成，其他认知就很难接受了。他们就认为对自
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逐渐成为一个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

家庭是“三观”形成的基础，我们在家庭教
育阶段，就必须培养孩子有爱心、能明辨是非、
懂得感恩、自立自强。而少时价值观不正确，期
待长大后改善，显然是不实际的。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教育学
博士）

莫把孩子培养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史 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