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影院

经常有人问我，是一个人还是一个

团队。其实我希望自己是团队，“我

们”是5个人，5人是科幻片里战舰上的

人物配置：一个英俊的，一个美丽的，

一个胖子技术宅，一个怪物或者机器

人，一个莽撞汉子或者少年，另外，有

一个睿智的舰队总指挥官，在大屏幕上

出现，负责战术指导和心理建设。

———韩松落

年轻不是指玫瑰般的脸颊、红润的

嘴唇、柔软的膝盖。它是一种愿望、一

种超强的想象和充沛的情绪，它是充满

活力的生命深泉。没有人仅通过年岁来

长大，当我们放弃了思考就开始变老。

年岁可能弄皱我们的皮肤，但放弃热情

则会弄皱我们的灵魂。

———塞缪尔·厄尔曼

虚荣和骄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

西，但大家却常常把它们当作同义词。

一个骄傲的人可能并不虚荣。骄傲主要

关系到我们怎样看自己，而虚荣则关系

到我们让别人怎样看我们。

———《傲慢与偏见》

破茧成蝶之前，总还有个作茧自缚

的过程。尊重这个过程，不管是自己

的，还是别人的。 ———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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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虹

孩子的世界丰富多姿， 与成人世界的
构建迥然不同，很难用三言两语描述清楚，
却可以让人们时而震惊、时而欢喜，有时不
免深思。非典型英国喜剧片《探亲之夏》，既
具孩子的视角，又有成人的展现，交流、冲
撞、矛盾、妥协，互为前景和映衬，让我们透
过发生在别人家的鸡飞狗跳， 观察两个世
界的相处与改变。

道格与阿比夫妇正在分居中纠结，他
们养育了3个鬼马小精灵：亭亭玉立、敏感
理智、颇具行动力的姐姐，沉湎神话、口无
遮拦、 百科全书般的弟弟， 无时不萌的妹
妹。道格的父亲身患绝症，家人准备为他的
75岁生日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为此，道格
一家远驾苏格兰高地……

孩子的爷爷历来桀骜不驯， 也厌倦了
家人们的争吵， 不喜欢被安排的生日宴和
葬礼，所以，他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开心地
玩了起来。寂静单纯的欢快中，老人悄然离
世，3个小孩艰难地发现只有他们能给爷爷

一个维京人的葬礼。
办完大事的孩子们回到家 ， 跟家人

报告 ：我们把爷爷给烧了 ，小船已漂入大
海……举座震惊 ，警察 、记者 、社会机构
工作者纷至沓来，家中一片混乱。

某作家曾写过一段话， 恰好深深地契
合这个电影的主旨： 世间的诗人是那些天
真而认真的孩子， 他们把人世间多少代人
因为欲望与恐惧而小心翼翼地掩盖起的真

相，突然直率地揭示出来，令众人吃惊与难
堪，让自己为此接受惩罚。

电影通过制造家庭危机来探讨亲情、
生活和死亡，探讨付出与得到、爱与被爱，
探讨人与人的面对，当然，重点表现的是孩
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有多么不同， 而这不
同也让两群人的相处充满混乱， 也充满期
待、误会、怀疑、担心，甚至惊惧不安。

如果这是一部给成人的寓教于乐的影

片，我们不妨做一些梳理。细致观察与了解
两个世界的差异， 或许能让彼此的相处顺
利起来。

孩子会用自己的维度看世界。 电影中

小姐姐还经常把她认为重要的事情记在笔

记本上，包括见到的、听到的、不能理解的、
大人让她说的谎。 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孤独，
一个小桶、两堆沙子、几块石头，就能玩得不
亦乐乎，所以超级萌妹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她
的两块大石头，她需要与它们交流，俨然石
头就是她的伙伴。孩子不知道什么是生老病
死，带着无限好奇去研究，而不是像成人一
样陷于百般禁忌， 所以那3个熊孩子才能与
爷爷讨论他的病与葬礼，才能在爷爷离去后
合作驾车、造船、焚烧，与爷爷告别时的他
们，又勇敢、又智慧、又坚强。孩子小小的心
里也会对父母有很多看法，但在意的绝不是
世间的成败荣辱。孩子对身边一干人的评价
看他们与之相处的态度就行了，他们也有一
套对自己的认知， 那个弟弟不是钟爱头盔、
总扮成海盗的样子吗？

因为采集的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带

着年龄和阅历的特点， 孩子会构建独特而
不简单的世界，他们创建规则，独自运转，
随时欢迎或者拒绝成人的参与。 成人要想
走进孩子的世界，就需转换频道，试着用孩

子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试着在孩子做出让
自己大为光火的事情时， 克服情绪主义的
“义愤填膺”和管理主义的“怎么办”,代之
以充满探索精神的“为什么”，这样才能看
到孩子绮丽的王国。

面对生活的真相， 引导孩子拓展对世
界的认识，领悟怎样诚意地相处。

大人们为爷爷准备了一场隆重的生日

聚会，召来亲朋好友无数，他们却想都没想
爷爷并不喜欢； 一边忙着摆台一边忙着从
未停止过的争吵， 每位大人的心似乎都不
在爷爷身上。孩子们看到这些皱紧了眉头，
一副完全搞不懂又无奈的样子。

“妈妈和爸爸说了太多谎话，我都不再
信任他们了。他们气死我了。”小姐姐对爷
爷抱怨她的父母， 她期望她的爸爸妈妈说
真话、真心待人、值得信任，表面上她生父
母的气，掩藏的是她内在的伤心，为自己不
再信任父母而伤心。

交流中的谎言，人之荒谬，很多大人看
起来都有些古怪、 都挺别扭……孩子眼中
有很多成人世界的消极画面， 孩子们在通
过观察人们如何相处理解这个世界。 长大
不易，应对、喜欢这个如此深邃、广阔的世
界尤难，常常需要成人的支持、陪伴，适时
展开恰当的引导，即对孩子的认知、情感、
行为和价值观等全面拓展， 帮助他们深入

思考生活、人性的原貌，而不是作简单的是
与非的评判，或者行为规则的告知。

小姑娘的爷爷是这样向孩子表达的：
“我过去也有这种感受， 直到我突然明白，
因为我爱的人的所作所为而对他们生气是

没有意义的。我是指，你爸爸过得完全彻底
一片混乱又怎样？ 你叔叔有点儿混球又怎
样？那样攀附权贵，他就是控制不了。他妻
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整天被自己的阴暗面
吓到。你妈妈也是，有点儿话痨。事实上，这
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在某些方面有些
荒谬。所以我们不该品头论足，我们也不该
争吵。因为到最后，所有这些东西，都不重
要。”

不知这些话是否对成人世界的精神生

活也有所启示？是否可以降低内心的喧嚣，
分解深深的焦虑？

真实地生活、 诚意地相处， 不是不说
谎、 不是不犯错， 不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欲
求，是相互尊重，给予空间，是如对方所愿
地给予，是力所能及地承诺，是靠倾听、沟
通而不是争吵来解决问题，探索和而不同，
立足求同存异。

在这个世界上， 孩子们总在做想做的
事，大人们总在做该做的事，各有天地，如
能互为使命、互相支持，或许皆可以活出最
真最美的样子。

相熟的大叔去参加

同学聚会前， 发来了全
年级毕业生的合影。 隔
着20多年的时光去看照
片里那些青年男女， 我
想， 恐怕人人都有一个
想要 “毁尸灭迹” 的曾
经吧。

照片拍摄于1990年
代初期 。 一眼看上去 ，
变色镜应该是那个年代

最 流 行 的 时 尚 单 品

了———它有一种随着光

线变化而自动调整镜片

颜色的神奇力量。 对当
时为数不多的 “眼镜
族” 来说， 既能将这世
界看得真切， 又能在阳
光下凹个酷酷的造型 ，
这简直是在个人形象上

打了一场翻身仗啊。
不幸的是， 当年的

流行成了今天的槽点 。
在我看来， 要不是出现
在大学毕业照中， 那些
“变色镜 ” 像极了电视
剧里的农村生产队长 ，
披着军大衣站在田埂

上， 叼着烟卷察看地里
庄稼的收成。

还有白袜子。
印象里， 白袜子在

早年间的确是被视为好

品位的。 当然， 重点不是 “白”， 而
是 “一直白” ———换句话说就是， 一
天里不管你折腾成什么样， 如何风里
来雨里去， 都务必要保证袜子是干净
的。 它就像一道紧箍咒， 需要你时刻
检视自己的一举一动， 在 “玩乐” 与
“体面” 之间找到平衡点。

因此， 在拍摄毕业照这么隆重的
场合 ， 白袜子的出镜率自然是超高
的。 蹲坐在第一排的二十几个男生，
除了少数几个 “特别不在意个人形
象”， 其他人一律都穿着长至小腿的
棉质白袜子。 按照这个比例推算， 站
在后面二三四五排的人里， 白袜子至
少占据半壁江山。

白袜子配凉鞋， 这种在今天看来
“毁三观” 的搭配方式， 就这样刻在
了一群年轻人最重要的人生影像上。

大叔把我的新发现带到了同学聚

会上， 据说大家笑得几乎要出溜到桌
子底下。 让我意外的是， 照片里的人
对这种 “黑历史” 并不以为意。 倒不
是说这帮人现在的审美还停留在20年
前———从那个年代真真切切地走过

来， 对他们来说， 青涩的大学时代就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回想起来， 我大学时代的形象也
很奇葩。 从小学到中学， 每天穿着校
服晃晃悠悠， 因此我在服装搭配领域
的技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发。 忽然上
了大学， 开始琢磨一些类似于 “穿什
么衣服” “怎么穿好看” “如何能穿
得不一样” 之类的问题， 也算是我成
长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考验。

斑斑劣迹被忠实地记录在照片

里 ： 胸前顶着硕大的英文品牌 logo，
活体广告般出现在黄浦江边； 身着印
有 “S” 标识的超人款橙色套头帽衫，
斜倚在北京香山的某棵歪脖树上； 穿
着最最基本款的裸色长袖T恤出现在
合影中， 远远看上去， 真的很像什么
衣服也没有穿……

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念

头， 反正我每次翻开相册， 都会羞于
面对那个时期自己的样子———遮住半

张脸的黑框眼镜， 比身材大两码的衣
服， 愣头愣脑的青涩表情， 所有这些
都让我恨不得回到从前， 指着自己的
鼻子大骂一通。

这些照片我从不拿出来示人， 就
连自己翻相册的时候 ， 每到这个阶
段， 也会很嫌弃地快速掠过。 我甚至
会对老同学 “你都没怎么变” 之类的
寒暄嗤之以鼻： 那个丑陋的姑娘， 真
的是我留在别人眼里的形象？

我在想， 是不是也要到了大叔的
年纪， 才有勇气把当年的照片翻出来
任人评说， 然后当成一个笑话和大家
分享。 至少以我现在的心境， 还只能
接受自己美美的样子， 无法直面那些
曾经的真实。

最后一天的心态

英国79岁的老太萨迪近日从养老

院“离奇失踪”。来探访的儿子托尼

发现后联络院方工作人员，结果谁都

没找到老人。直到托尼打电话给女儿

告知此事后，大家才得知，原来老太

此刻在一家文身店呢。

托尼到达文身店后发现，3名年

轻的文身师正在给母亲文身，母亲则

一直笑容满面，称感觉棒极了。据

悉，几周前萨迪看见了孙女的文身，

顿时也想弄一个，并在随后付诸行

动。萨迪表示，在自己这个年龄，每

天都要当作最后一天来度过。

有这等好心态，萨迪的“最后一

天”会持续很久很久吧。如果我们也

以假想的“最后一天”心态来过每一

天，生活会变得积极许多吧？

坚持工作的理由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一项最新调

查显示，七成抑郁症患者曾因病中断

工作。大部分民众对此表示理解。不

过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最近提出新说

法，认为抑郁症患者更应该坚持工作。

研究人员调查发现，由于患者休

病假成本高于带病工作成本，收入减

少将导致生活质量降低，从而加重抑

郁症状。此外，长期缺勤使得患者的

人际关系更为疏远，亲情隐退，最终

会导致社会支持系统变差。专家建

议，如果被确诊为抑郁症，可以短期

休病假，一旦症状有所好转，就尽快

重返职场。如果是普通的抑郁情绪，

则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运动等方式

轻松排解。

人是社会性动物，长期脱离社会

固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患者重返职

场，一来需要自身努力，二来也需要职

场各个方面的理解和包容，缺一不可。

心理疏导的盲区

重庆日前成立了首个公租房社区心

理宣泄室，为企业工人提供缓解身心压

力的场所。据报道，心理宣泄室分为击

打区、呐喊区、烦恼抒写区等3个区域，

分别安放着充气宣泄假人、宣泄瑜伽

球、不倒翁拳击球、尖叫宣泄壶等十几

套减压用品。此外还设有心理咨询室，

每周邀请高校专业心理教师前来指导，

倾听工人们的诉说，帮助他们排解内心

苦闷。

不少来到心理宣泄室进行体验的人

表示，宣泄负面情绪可以缓解枯燥工作

带来的心理压力，放松心情，有益于工

友们的身心健康。

心理宣泄的关注点之前往往集中于

白领阶层，事实上，由于工作枯燥、薪

酬相对较低、生活压力较大等原因，一

线工人的心理压力同样不可小觑。希望

这样的心理减压室能尽快普及。

横卧马路的隐忧

日前，湖北一名20岁的女孩看中了

一部价值2000多元的手机，但其父认为

超出经济承受能力，不同意购买。双方

争论未果，女孩一气之下冲上马路，横

卧在路中央以示抗议。过往车辆纷纷避

让，情况十分危急。

交警当即组成人墙保护女孩，并在

了解事情经过后进行多方劝导，但未见

效果。后来手机店老板出面表示愿意降

低售价。最终，父亲为女儿购买了心仪

的手机，路口交通秩序亦恢复正常。

貌似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却

看得见令人忧心的隐患。这个20岁的大

孩子急需心理健康辅导，学习遵守法

规，学习尊重生命，更要学会体谅和

理解父母。

几乎每一个家长都会强调说真话的重

要性。
可是，在我们接触到的案例中，孩子说

谎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向这些孩子的家长
了解情况时， 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自己也
很无奈，还反映说：“关于这个问题，不知跟
孩子说过多少遍，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孩子
也认错了，可是转过头来还是会说谎。”

为何家长如此重视并反复强调的问题

却丝毫得不到改善呢？ 我们从一个案例说
起。

小学五年级的女生小静（化名）是一个
聪明乖巧的女孩，被妈妈带着来到咨询室。
小静的妈妈告诉我，女儿以前很听话，学习
也不错，她对女儿寄予厚望。可是最近在跟
老师沟通时， 她发现女儿在学校和家里两
头说谎，自己没完成作业怕挨批评，就跟妈
妈谎称“没留作业”，而跟老师谎称“作业忘
带了”。这是她第一次发现女儿说谎，因此
非常生气，对女儿一通儿打骂，女儿当时也
哭着认错了。 从此她便更加密切关注女儿
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快发现女儿经常
会说谎，比如放学后不直接回家，跟小伙伴
在外面闲逛，回家后就说老师拖堂讲题；测
验明明只考了85分， 回来跟家里说考了95
分等。更糟糕的是，小静最近的学习成绩也
有所下降， 老师反映她在学校有点儿心不
在焉，建议妈妈带小静接受心理咨询。小静
妈妈说，为了陪伴和照顾女儿，自己牺牲了
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含辛茹苦抚养女
儿长大，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结果培养出
来的孩子不但不体谅自己，竟然还说谎。

小静坐在一边， 一声不响地听着妈妈
“控诉”自己，看到妈妈流泪时，她咬了咬嘴
唇，刚想安慰又缩了回去。我注意到小静的
表现， 于是简单地处理了小静妈妈的情绪，
便请她先回避一下，留下小静单独谈。

我问小静：“妈妈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
吗？”

“是。”小静点点头，毫不否认。
“刚才我注意到你看见妈妈流泪似乎

很心疼， 可是刚想安慰妈妈， 但又缩了回
去。是有什么顾虑吗？”

“嗯。”小静使劲点点头，委屈地说，“之

前在家我安慰妈妈说‘你别难过了，我知道
错了，肯定改’，我妈就给我一句‘你现在嘴
里没句真话，我才不信呢’。”

“哦，你是担心妈妈不领情，你自讨没
趣。”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是故意说谎，
但说真话她肯定会生气，又骂我。编个理由

妈妈就不会担心，也不会骂我了。”小静说。
“你刚才说‘说真话她肯定会生气’。以

前有过你告诉妈妈实情她也生气的情况

吗？”
“当然有。小时候我从不说谎的，有一

次我放学跟同学在楼下玩了一会儿才回

家，妈妈问我，我就告诉她了，她大发雷霆，

说我一个女孩子不能这么疯。后来发现，如
果我告诉她是因为老师放学晚了会儿，她
就不说什么了。 之后我才慢慢开始编一些
让她觉得合理的理由， 其实也真的没骗过
她几次。我妈很敏感，最近总找我们老师去
核实，像在监视我，让我在学校很不自在，
也无心学习。”小静的情绪有点激动，一口
气说了很多话。

听到这里，我已经明白了，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小静的“说谎”是妈妈“教会”的。小
静对于晚回家的一次“说真话”的解释遭遇
了妈妈的“大发雷霆”，而“编理由”则风平
浪静。 这无疑是对小静说谎行为最好的强
化， 于是她开始将说谎应用于解释各种可
能会引发妈妈生气的方面。

如果做更深入的分析， 小静其实是在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妈妈的情绪。 因为对小
静的妈妈来说， 她放弃工作照顾女儿本来
就会心理失衡，委屈的情绪一直存在，只是
自己选择了抑制和回避。 这是小静妈妈一
直以来的心结，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存
在着。换句话说，妈妈心中这分失衡产生的
情绪张力，一直由女儿默默地承担着，她比
一般孩子乖巧听话， 为的就是尽力维系好
她和妈妈之间岌岌可危的平衡， 这样母女
就可以相安无事。

定时炸弹终究还是被引爆了。 小静毕
竟只是个孩子， 她处理不了妈妈那暴风骤
雨般的情绪，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
选择以“说谎”的方式来拯救自己和妈妈的
关系。但是，随着一次次“谎言”的暴露，妈
妈的焦虑程度也越来越高， 小静的焦虑程
度越来越高， 她全部的心思都用来注意自
己的一举一动，生怕又惹妈妈生气，哪里还
有精力去学习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其实孩子才是家长
最好的心理咨询师， 也是家庭最忠诚的守
卫者。家长发现孩子犯错时，很多时候不能
清楚地觉察并处理自己的情绪， 更不会平
静地去思考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只会
“怒从心头起”， 于是内在情绪指导外部行
为，对孩子进行训斥甚至打骂。表面上看起
来，是家长理直气壮地对孩子进行教育，但
实际上，这种教育的效能很低，可以说唯一

的效果就是在宣泄情绪。
这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们尚未

成熟的心灵承受不了这些情绪， 就会留下
阴影，安全感降低，甚至影响他们成年后的
生活。因此，家长应当避免将自己不合理的
情绪带入处理孩子的问题当中， 而要跟孩
子一起平静地分析原因， 一起找出有效的
处理方法，共同努力走出困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孩子出现的问题
也是家庭问题的镜子。 如果家长能够有勇
气去面对， 并智慧地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但可以让亲子关系升级， 更可以使家庭
关系愈发和谐。 比如前面提到的案例， 表
面上看， 要解决的是小静的说谎问题， 但
如果小静妈妈能够借此机会正视自己一直

未曾面对的心结， 从此以后慢慢学着照顾
好自己的情绪， 经营好自己的兴趣或特
长， 不再选择用牺牲自己的方式为女儿付
出 ， 而是将自己的生活过得快乐精彩 ，
同时兼顾孩子和家庭 。 这样虽然可能对
女儿的生活照顾不够细致周到 ， 但是可
以给女儿作出榜样 ， 让她明白妈妈可以
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我
想这不仅可以培养女儿的自理能力和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 更能给家庭注入更多宝
贵的正能量。

亲子之间的互动中， 真话还是谎话本
身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 关键在于我们如
何去解读这些话语中饱含的深情， 如何去
感受问题背后亲情的温度。 大家都说父母
对孩子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
但其实我一直觉得， 父母对孩子的爱往往
都是有条件的。父母希望孩子乖、听话、表
现优秀，这样的孩子才会更让他们疼爱；如
果孩子顽皮、叛逆、说谎，父母对孩子的爱
就会打折扣。但是，孩子对父母的爱却永远
都是无条件的，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不论父
母贫穷富有、 贵贱美丑， 不论父母是否犯
错、是否说谎，在孩子眼中父母都是自己最
爱、最信任、最值得依赖的至亲。所以，我们
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都应该向孩子学

习，学会用爱这种最美丽、最真诚的语言与
孩子沟通，用行动告诉孩子，无论他变成什
么样子，父母都会一如既往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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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我总会收到很多大学生的
来信，大体是说，所学的专业并不是自己喜
欢的，教材陈旧，老师观念落伍，自己对专
业的整体认识不清晰，完全学不下去。他们
问我， 面对这种情况是该退学， 还是转专
业，还是就这么将就到毕业？

事实上， 即便是你转到了自己喜欢的
专业，可能还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因为任何
学科，不了解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神秘，只有
深入了解，才能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喜欢。高

三毕业填报志愿的时候， 很多人对专业并
没有太多的认识， 父母总会按照自己对社
会的了解来指导孩子的未来。 但到了大学
才发现，一切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开始心
里发慌。

如何能在大学里学习不同专业， 让自
己在更多的尝试中找到真正的喜好呢？

第一，去其他专业蹭课。
找其他专业的同学要一份课程表，按

照自己的时间去旁听。这个方法简单易行，
但也会非常辛苦， 因为想听更多的课程几
乎就要马不停蹄地奔波。 我大学的时候用
过这种方法听课，每天从早到晚，课程倒是
听了很多，但也累得要命，连吃饭的时间都
没有。当然，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你可以没
有任何负担地接触自己喜欢的内容， 喜欢
就继续，不喜欢就撤。但缺点是，没有强制
性的考试压力， 就需要你具备一定的自制
力才能学得比较系统， 还有就是这部分内
容无法体现在你的简历上。

第二，换专业或者修双学位。
关于换专业的具体流程， 每个学校的

要求都不一样，有的要求重读一年，有的要
求第一年上完才可以转，有的还需要交钱。
总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换专
业，还可以选择修双学位的方法。修双学位
听起来很美，学起来很苦。任何一种技能的
培养都伴随着艰苦和坚持， 除了要按时完
成本专业的学习， 还要用课余时间完成另
外一门课程的学习， 这就需要体力和耐力
了。 特别是双学位一般在大二或者大三才
开始，这时候还有实习或者考研的任务，是
个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双学位是可以写在
简历上的，也很有含金量。

第三，付费的在线教育。
早些年， 网络上一些国外大学的课程

一度非常火， 现在越来越多的课程也都成
了在线教育的内容。除了国外大学，还有国

内著名高校、TED，以及一些有技能的人在
网络上开课。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时间和价
格的选择都很自由， 内容的选择余地也很
大。 在线教育不仅可以摆脱地域的限制，
价格也具有相对优势。 比如一个文科生，
可以在网络上学习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和技

能， 还可以听到一些其他高校或者机构的
演讲，这些内容是在学校接触不到的。比如
某在线教育网站，课程超过5万种，300万的
注册用户中大学生占了40%， 内容包括语
言技能类 、考试考级、职场、金融管理 、营
销、生活艺术等。

第四，跨专业考研或出国。
这条路能更加系统地学习一个专业领

域的知识，使自己具有更高的含金量。这是
其他几个方法不能比拟的。 但这种方式仍
然要花费 2～3 年的时间在学校进行系统学
习，当然，还会让你快速积累与行业相关的
人脉与资源。

第五，免费的网络资源。
互联网拥有海量的资料， 而且是免费

的。大多数需要的资料，只要你仔细寻找，
定能有所收获。根据自己的需求及喜好，挑
选合适的内容学习，如果有不懂的，还可以
及时在网上发帖， 说不定哪位牛人就 “秒
回”了你。当然了，这种学习方式的花费几
乎为零，但寻找资料花费的时间比较多，在
学习效率上会打一些折扣。

大学到底怎么读？ 如何能在 4 年时间
学到更多的内容， 强化自己的能力？ 无论
是蹭课 、 考研 、 出国 、 读双学位 、 换专
业， 还是时下流行的在线网络课堂和网络
免费资源， 归根到底， 是你如何安排你的
学习生活。 更重要的是， 学习应该是一个
长长久久的事情， 不管是身在校园， 还是
已然步入社会， 我们都要怀着一颗好学的
心， 用不断的学习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让
自己不断进步。

大学到底怎么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