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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周 刊

可怕的大白鹅
——躲开是个好方法

对于溪溪为什么会怕鹅，我完全理解。去年
暑假回农村老家，溪溪在村口玩耍时被邻居家一
只大白鹅追着啄，吓得边跑边哭，从此以后看见
鹅就害怕。拿着这幅画我深有同感地说：“这只鹅
看起来很可怕，跟老家的那只挺像的。”溪溪不住
地点头表示赞成，并且说她告诉小朋友她怕鹅
时，有的小朋友还嘲笑她，说她是胆小鬼，连鹅都
怕。

我跟她解释，鹅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温顺
的，但偶尔也会啄人，真要是被啄到会很疼，所以
害怕鹅是很正常的，就像有人害怕狗一样。如果
被狗咬过，就更怕狗了，而且有的大狗看起来就
很凶，妈妈看见了也害怕。当我们遇到觉得危险
或者害怕的事物，我们需要的不是逞能，而是赶
紧跑，躲到爸爸妈妈身边，保护好自己，这才是正
确的做法。溪溪认真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看不见的“鬼”
——法力无边的魔法棒

溪溪怕“鬼”是我很难想象的，我小时候经常
听村子里老人讲各种鬼故事，从小怕到大，为了
避免女儿有类似不愉快的经历，所以日常生活
中，我刻意避开“鬼”一类的词语，也从来没有跟
她讲过鬼怪故事。她是从哪儿知道“鬼”呢？仔细
询问后得知，是从动画片中看来的，小朋友看动
画片很容易代入，音乐和氛围的渲染让人身临其
境，加上幼儿阶段，他们很容易将想象与现实混
淆，于是“鬼”这个可怕的生物就出现在幼儿的世
界里，黑暗的环境更容易滋生无限的想象，怕黑
怕鬼就在所难免。

既然害怕是从想象中来，就让它从想象中回
去。溪溪很喜欢《巴拉巴拉小魔仙》，对里面的魔
法棒更是情有独钟，有了它可以战胜一切妖魔鬼
怪。于是我带着溪溪去商场买来魔法棒，睡觉时
放在她的床边，晚上外出时带着，有了法力无边
的魔法棒，任何鬼怪都难以现形。

可怕的雷电
——科学武器战胜它

溪溪怕打雷闪电以及放鞭炮等一切响声比
较大的事物，我觉得我有责任，她小时候我怕她
害怕，一遇到打雷放鞭炮，我就会捂住她的耳朵，
把她搂在怀里，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不良的强化：
打雷、放鞭炮——捂耳朵——躲妈妈怀里——害
怕。怎么办？先科普吧。

我买了几本关于雷电知识的少儿科普读物，
来一个亲子阅读，雷雨天气不要站在大树底下，
也不要站在高处，还知道了避雷针的用处。这世
上没有可怕的东西，只有缺乏认识的东西。看来
一些常见的知识需要给孩子讲一讲，不要觉得她
小、不理解。其实当幼儿看见常见的自然现象时，
内心可能会产生害怕情绪，日常生活中要多给幼
儿讲解身边常见的现象，并给予实时的解释和引
导，让她不会因为不了解而盲目害怕。

孩子在年
幼时会遇到很
多引起害怕的
事 情 ，缺 乏 经
验的他们会感
到 危 险 ，自 然
而然地产生害
怕情绪。其实，
对于危险事物
的 害 怕 ，是 一
种适应性的保
护自己的本能
反 应 ，对 孩 子
的生存是有益
的 ，但 过 分 的
害怕会影响孩
子 的 正 常 发
展 ，就 需 要 加
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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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害怕”

如何应对儿童恐惧？

情感如洪水，宜疏不宜堵

家长要鼓励孩子讲述他的害怕情绪

同时认真倾听有利于孩子成长

晚上带5岁的女儿一起去
散步，走到楼梯时，她突然说：

“妈妈，我好害怕，我怕黑！”环
顾灯火明亮的楼梯，我不以为
然地回答：“有什么好怕的？灯
这么亮，一点也不黑，而且爸
妈都在这儿，更不用怕。”走到
小区她还在絮絮叨叨地说怕
黑，怕蛇从草丛地钻出来，我
认为她是在没事找事。倒是她
爸爸回答一句：“别担心，爸爸
会保护你，把蛇打跑的。”“耶！
爸爸最厉害！”把我撇在一边，
爷俩相亲相爱地手拉手走了。

事后回想最近一段时间，
溪溪说害怕的频率有点高，而
且还有上升趋势。比如晚上做
了一个很可怕的梦：她一个人
在黑漆漆的树林，有一个三个
脑袋六个眼睛的妖怪，大声叫
妈妈，但是妈妈不理她。再回
想我的处理方法，好像有点简
单直接粗暴，差不多都是“不
用害怕，世上根本就没有妖
怪”等之类的回答，没有站在
孩子的角度考虑孩子的感受，
难怪溪溪越来越害怕。

害怕即恐惧，是人类最原
始的情绪之一，是一种适应性
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反应，对孩
子的生存是有益的，过分的恐
惧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展，就
需要加以处理。对于幼儿来
说，很多时候一些内心的感受
很难用语言表达，需要采取合
适的方式进行宣泄，绘画就是
一个种比较合适的方法。

于是，在一个双休日的下
午，我们先一起聊聊天，慢慢
把话题聊到害怕上，告诉她妈
妈也有害怕的东西，她很惊
讶，一直认为成人是不会害怕
的。于是我鼓励她，把所有害
怕的东西画出来。近两个小时
的时间，任由她尽情地画，画
了一张又一张，有像蜈蚣又像
蛇的妖怪，一只张开大嘴的
鹅，黑乎乎的画纸上几个闪光
的白点，还有闪电等。我推断
出，溪溪害怕的东西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一是鹅、蛇等动物；
二是怕黑，以及想象出来的鬼
怪；三是自然现象，比如打雷、
闪电。于是，战胜“害怕”的战
役打响！

情感如洪水，
宜疏不宜堵。情感
宣泄对孩子来说是
很重要的，鼓励他
讲 述 他 的 害 怕 情
绪。同时，家长一定
认真倾听，被倾听
者理解这种经历，
会带给倾述者极大
的满足感，积极的
倾听还能够促进父
母与孩子之间温暖
的亲密关系，有利
于 孩 子 健 康 地 成
长。

作者 朱竹林
宁波外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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