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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下的二胎困局？“我现在整夜整夜睡不着，
一闭眼就是中考分数线和孩子
的未来。”近日，初四学生家长周
女士向本报记者倾诉了她的焦
虑。她的女儿小雨（化名）今年
参加中考，但成绩从初四开始持
续下滑，即便从寒假起花费万余
元报名一对一辅导，成绩仍与高
中分数线相差近50分。近日，母
女俩因一盒酸奶爆发激烈争吵，
女儿摔门反锁卧室，周女士坦言
自己一度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场冲突看似偶然，却暴露

出家庭教育中的多重矛盾。周
女士提到，冲突源于她发现女儿
深夜刷短视频时喝酸奶：“她总
说压力大需要放松，可重点高中
不会为‘放松’降分！”小雨则哽
咽反驳：“自从有了妹妹，妈妈只
会骂我成绩差。我考不好时她
砸过我的手机，现在连喝酸奶都
成了罪过。”
记者了解到，这个二胎家庭

的沟通裂痕已持续两年。周女
士承认，二女儿出生后对大女儿
要求更高：“她必须给妹妹做榜
样。”但小雨的笔记本上却写着：
“妹妹出生后，我成了这个家的
差生标本。”

陷入“指责—防御”沟通模式的家庭，
根源在于双方都陷入情绪漩涡，未能有效表
达真实需求。青春期孩子情绪脑活跃而理
性脑尚未成熟，面对指责时更易产生对抗情
绪。家长错误的沟通方式，如直接批评、否
定，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形成恶性循环。

薛严：家长需遵循“先连接，后纠正”
的原则。在沟通中运用“我信息”表达，
避免指责，用聚焦自身感受的方式沟通；
建立“安全词”等沟通机制，及时暂停冲
突。处理好情绪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耐
心倾听与共情比讲道理更重要。

孩子的人生
走向不取决于某
一场考试的结
果，却可能因家
庭在关键时期的
回应方式而产生
深远影响。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苏茜茜

近年来，随着中高考竞争压力加剧，类
似周女士家庭的“考前焦虑症候群”在多
子女家庭中愈发凸显。案例中，初四学生
小雨因成绩下滑与母亲爆发激烈冲突，母
女关系濒临破裂，甚至出现极端心理危机
信号。为帮助更多家庭科学应对中高考压
力，避免将教育焦虑演变为家庭创伤，本报
特邀济宁市心理健康中心专家，从心理学
视角剖析此类矛盾的深层原因。

心理专家拆解焦虑传导的

大关键机制

在中高考压力与家庭结构变化的双重影
响下，许多家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心理挑
战。济宁市心理健康中心心理治疗师薛严指
出：“这些矛盾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家庭系统
中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结合周女士
家庭案例，薛严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对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剖析与提醒。

案例

周女士家庭的冲突折射出二胎家
庭中常见的心理困境。从发展心理学
来看，二胎出生后，孩子会将父母的期
待与爱划等号，当“成为妹妹榜样”的
要求与学业压力叠加，长女会产生自
我价值感危机。同时，家庭系统理论
中的“情绪感染”在其中发挥作用，母
亲的焦虑通过过度控制行为传导给孩
子，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孩子出现习得
性无助，成绩下滑与情绪失控实则是
其内心痛苦的外在表现。
薛严：家长要警惕将教育焦虑

与孩子的自我价值捆绑。需清晰
区分自身未实现的期待与孩子的
真实需求，关注孩子情感层面的
诉求，避免将孩子的学业表现作
为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准。

冲突背后的心理机制问题一

薛严分析，周女士投入大量金钱却收效
甚微，根源在于未认清亲子关系与学习效果
的关联。心理学研究表明，处于焦虑状态的
孩子，大脑前额叶皮层受抑制，学习效率会大
幅降低。家长的过度控制行为，本质是通过
掌控孩子来缓解自身对未来的失控恐惧，这
种行为不仅无法提升成绩，反而破坏亲子关
系。动机和压力存在倒U字形关系。适度的
压力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促使其发挥
出更好的水平。但当压力过大，超过了孩子
的心理承受阈值，学习动机反而会下降，出现
如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下等情况。
薛严：家长应转变角色，从“控制者”变

为“支持者”。补习效果与亲子关系质量紧
密相关，先修复亲子关系、缓解孩子焦虑情
绪，再制订学习计划才更有效。家长要关
注孩子承受压力的程度，找到压力与动机
的平衡点，避免给孩子施加过度压力。

问题二 家长焦虑的破局之道

问题三 亲子沟通的急救指南

薛严分析，多子女家庭中，“榜样绑
架”本质是家长对公平感知的错误处理。
将长女视为榜样的单一要求，忽视了其自
身的情感需求，会让孩子产生被工具化的
痛苦。每个孩子在不同成长阶段有不同需
求，家长需差异化满足。在二胎家庭中，家
长特别是母亲容易产生补偿心理，这种心
理源于对二宝出生后可能忽视大宝的愧
疚，从而有意无意地改变与大宝的相处模
式。这种过度的补偿或刻意的改变，会给
孩子造成心理映射，让孩子觉得自己的待
遇变化是因为“被区别对待”，进而产生不
安和抵触情绪。

薛严：家长要明确孩子的价值并非
由是否成为榜样决定，肯定每个孩子的
独特价值。家长需保持原有的家庭相
处模式，无需因二胎的到来而给予某一
方额外过分的关注，自然、平等的家庭
氛围更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二胎家庭的资源平衡问题四

孩子是家庭系统预警信号中最灵敏的
指标，其心理状态的变化往往与家庭结构
密切相关。当孩子在无学业压力、无不良
家庭相处模式的情况下，出现对任何事物
失去兴趣、丧失生活动机，对喜欢与不喜欢
的事物反应趋同的现象时，这便是家庭危
机的早期信号。
薛严：家庭应建立预防性心理支持

机制，首要任务是维持稳定的家庭环
境。家长需避免因二胎出生、升学压力
等因素随意改变家庭氛围和沟通模式，
保持自然、规律的家庭生活节奏。同
时，提升对孩子心理变化的敏感度，做
到早发现、早干预。

危机信号的识别与干预问题五

让 家 庭
中每位成员
的情感需求
都能被看见、
被理解，才是
化解焦虑的
根本解。

榜样期待撞上分数焦虑

五

市心理健康中心专家支招如何让爱回归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