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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轻人先迈出改变自己这一步，或许父母会开始顺应新的
节奏，调整跟你相处的模式，你们的“双人舞”可能还是会有磕磕绊
绊，但要比以前和谐一些。

今年毕业季，朱珠好不容易抢到了家属现场观看毕业典礼的门
票，希望爸妈能参与这个重要时刻。但爸妈一席话给她浇了一盆冷
水：“去一趟北京需要请假，住宿也要花钱，不去。”

最初有多期待，结果就有多扫兴。最终朱珠也没能劝说成功，
“我的读书生涯已经结束，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近期，“我的父母为什么如此扫兴”成为热议话题。攒下零花钱
给妈妈送上一束花，却被指责“不实用，浪费钱，快退掉”；努力考到第
二名，父母一句“你怎么没考第一”就让喜悦瞬间消失；和家人分享国
庆旅行经历，爸爸回复：“你假期怎么不回来相亲？”

为什么有的父母总爱扫兴？“扫兴”背后潜藏的是什么？面对“扫
兴父母”，年轻人又该如何自处与相处？

（网络图）

最近，罗林兑现了积攒许久的
年假，兴冲冲地想带着爸妈和姥姥
去三亚旅行。怕老人不适应，还选择
了贵一些但更平稳的大飞机和距离
海滩更近的酒店。当他做好一系列
安排，却被告知：“太贵了，出去有什
么好玩的，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罗林和爸爸劝说许久，妈妈才
勉为其难地同意了。“我希望家人
玩得更舒适，而且金额在自己能够
承受的范围内，为什么妈妈还是要
扫兴？”

从事家庭养育研究17年的广东
白云学院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北
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教育在读
博士陈晓也有类似体验。家里洗衣
机和热水器坏了，陈晓计划给父母
买质量好一些的，父母坚持不要：

“不用乱花钱。”陈晓坚持买下，父母
用了一段时间，别扭地承认：你买的
洗衣机和热水器真好用。

有人不解：一起出门旅行、节日
赠送礼物、分享生活中的成绩，都是
值得开心的事情，为什么父母只用
一句话就能让大家都不开心？

在陈晓看来，父母喜欢用“扫
兴”的方式和孩子相处，原因是多方
面的。有的父母成长的时代物质匮
乏，他们对生活品质并不重视，当子
女努力追求生活品质，他们看到的
是浪费钱财，华而不实。有些父母
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快乐和温暖的
体验，导致“习得性无助”，他们被自
己的父母以“扫兴”的方式养育，也
把这种模式带给了孩子。还有一些
父母同理心和共情能力较弱，他们
几十年的生活惯性，没有真正走进
孩子的世界倾听孩子喜欢什么、在
乎什么、想要什么，甚至不重视孩子
给自己的积极反馈。

但陈晓提醒，子女有时候也需
要思考：自己给父母的是他们真正
想要的，还是“我们觉得他们需要”。

“年轻人对生活的理解和父母
不一致，有时我们会很着急把自己
认为正确的‘新理念’告诉父母，而
忽略了父母在接受这些新事物时需
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陈晓说，“父
母没有我们的这些经历，所以想要
他们接纳新的东西，意味着需要更
多的时间和耐心。”

为什么爸妈爱扫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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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扫兴背后还暗藏着父

母对孩子的习惯性否定与打压。
陈晓曾遇到一位前来进行职业

咨询的年轻人。当他想努力从职业学
校考上大专，父母会说：“以你的能力，
你不会考上的。”当他好不容易考上
了，父母又说：“读了也不会有用的。”
等到他努力完成学业找到工作，父母
继续冷嘲热讽：“你一个月就赚这么
点钱，读书有什么用。”这位年轻人

“和父母共处的生活如同黑洞一般”，
什么积极的事情都会被黑洞吞没。

“东方文化提倡内敛含蓄，吃苦
耐劳，不推崇享乐。父母的打压式教
育和这样的文化有一定关系，觉得如
果夸孩子，孩子会自大会‘飘’，挑出
不对的地方，才能起到激励和鞭策的

作用。”陈晓表示，这种情况下亲子关
系容易恶化。有些孩子变得叛逆，有
些孩子会慢慢失去成长的动力，还有
些孩子即使长大成人了，仍然对小时
候父母的否定耿耿于怀。

父母长期的否定和批判，还容
易让孩子产生“不配”感，甚至因为
自己快乐而感到内疚，且对他人的
评价很敏感。“当其他人对你说‘你
很好’时，你的自动化反应是他们是
不是在取笑你或骗你，而不是相信
自己真的很不错。”

陈晓认为，不是说父母什么事
情都要肯定孩子，如果孩子的要求
不合理，否定这一要求可以帮助孩
子变得成熟。但如果一直否定，尤
其是否定那些孩子无法通过努力改

变的事情（比如孩子的长相），这种
否定就是破坏性的。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师
刘钰森同时也是一名初中教师。她
建议，家长要把“感受”和“目标”区
分开，和孩子好好交流。

例如，“妈妈收到你的礼物很开
心”这是真实的感受。“但咱们家现
在的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妈妈也
希望你能生活得更好，这些钱不必
浪费在节日礼物上，或者你用一些
不花钱的方式表达，妈妈都能感受
到你的心意。”

“这样的沟通方式，既会让孩子
受到尊重，又能实现父母想达到的
目标，还能不伤害孩子的感受，更不
伤害家庭和亲子关系。”

警惕扫兴背后的“打压”2

刘婷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也
经历过许多父母的“扫兴”时刻。大
学里，送妈妈礼物被指责“乱花钱”，
分享旅行经历时被说“你又跑出去
瞎玩都不好好学习”。渐渐地，刘婷
不再愿意和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

刘婷也能理解父母的行为。“他
们和我们的生活时代不一样。当时
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挣钱，妈妈买
菜都精打细算，可能看不惯我大手
大脚。”刘婷觉得，虽然会有点扫兴，
但父母也是牺牲了一些才有现在的
生活。“作为孩子，我们也可以选择
包容父母的扫兴。我们成为父母
后，不要将自己受到的扫兴转移到
孩子身上就好。”

理解归理解，刘婷现在和父母
的相处模式是“淡如水”。“从小到大
的经历让我不会和他们亲密无间，
但我会选择不让自己太难受。我不
强迫他们接受我的生活，我的生活
也不希望受到他们的控制。”

刘钰森遇到过很多和刘婷类似
的来访者。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成
长，性格、人际交往、亲子关系、夫妻
关系，甚至健康情况都会受影响，而
且这种影响很难靠自己的努力改
变。即使刘婷可以“理解父母”，但
这种理解并不是真的理解，“父母也
很不容易”，这样会给自己加上更多
束缚和情绪。

“第一步，我们要理出从小到大
受到过的伤害、委屈、难受，不论大

小都应该关注它们，先把大大小小
的石头‘扔出来’，有一个更健康更
强大的内心，才能去养育、保护和支
持下一代。”

面对父母的扫兴行为，年轻人
能做些什么去降低它带来的影响？

陈晓认为，我们在小时候和父
母的界限很弱，是因为我们需要父
母的照顾才能够存活下来，当时很
难逃脱父母对我们的扫兴回应。但
当孩子逐渐成年拥有了独立生存的
能力，父母还以过去的扫兴、否定甚
至打压的方式与我们相处时，可以
首先确立好边界，明确这件事情是
自己的还是父母的。

陈晓举例，自己之前买了新房，
兴冲冲地按照自己的审美请了装修
队，但父亲一看就吐槽这装修队太
贵了、装得不好看，甚至要为陈晓找
一个新装修队。“我就和我爸委婉地
说：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房子，以后
是我一直住在这里。我很感谢您想
为我省钱，但我还是要按照自己喜
欢的方式来装修，要不然，一旦我住
着不开心我会埋怨您的。”

陈晓表示，这样的表达实际上
正是在和父母说，自己已经是成年
人，父母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做更符
合自己需要的选择。当你明确和父
母的界限后，内心会有力量，更加相
信自己的判断，才能不被父母的扫
兴言论所影响。

“我们的选择和人生不是由爸

妈来负责，也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痛
苦之中。当你有工作、有收入后，在
合法、合理和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去
做你想做的能让你开心快乐的事
情，这也是我们从小孩迈向成人的
标志：我更听从我的内心，我比别人
更清楚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时父母对你的评价与否定，便不
会给你带来那么多困扰。”

陈晓打了个比方，和父母相处，就
像是和他们跳一支舞。舞蹈的第一个
节拍就出了错，你的脚还没伸出去，对
方就伸了出来，“啪”一下你就摔倒
了。大家往往会想，明明对方可以不
伸那只脚，这个舞会跳得更好。但你
用尽办法也无法阻止父母伸出那只
脚，只能永远摔倒在同一个地方。

此时不如打破舞蹈节奏，伸出
另一只脚。

陈晓建议，我们不要一味期望
父母改变他们的“扫兴”养育方式，
尝试用和以前不一样的方式回应父
母的扫兴，比如和父母划定边界、直
接表达自己的期望，甚至用撒娇或
耍无赖的方式替代跟他们据理力
争，说不定你会看到父母意想不到
的变化。

“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年轻
人先迈出改变自己这一步，或许父
母会开始顺应新的节奏，调整跟你
相处的模式，你们的‘双人舞’可能
还是会有磕磕绊绊，但要比以前和
谐一些。” (据《中国青年报》)

面对父母的扫兴，如何自处3

为什么老爸老妈爱“扫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