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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随 着 各 地 中 小 学 期 末 考 试 的 结 束 ，

孩子们最喜欢的暑假终于开始了。归笼

不久的“神兽”又出笼，爸爸妈妈们纷

纷 表 示 “ 压 力 山 大 ”。 家 住 北 京 的 马 女

士告诉记者，因为疫情反弹的原因，她

上五年级的儿子这个学期只在学校上了

两个星期的课，其余时间都是在家里上

网课。

为了老人的安全着想，马女士也没有

让孩子的姥姥、姥爷来北京帮她分担照顾

孩子的压力。疫情发生以来，一直都是马女

士一个人一边在家办公，一边战“神兽”。

光 是 认 真 打 肥 皂 洗 手 20 秒 钟 这 件

事，马女士就和儿子拉锯了两周的时间

才将其固定为习惯。马女士要求儿子洗

手时长够唱两遍生日歌，并且要打肥皂

搓出很多泡泡，可是贪玩心切的小朋友

不打肥皂冲 5 秒钟就跑了，马女士问他

为什么洗这么快，小朋友答：“因为我懒

啊 。”“ 当 时 我 的 火 噌 地 一 下 就 冒 起 来

了。”马女士说。

马女士说：“可能是小男孩天性的问

题，他们做事情常常很敷衍。很多事，你

说一遍两遍是没用的，得耐心反复地、不

停地说，才能把事情讲明白。听明白了、

认同了，孩子的行动才能有改变。但是在

这个说的过程中，就会忍不住发火，嚷嚷

起来。”

从事了 16 年家庭治疗的北京师范大

学心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蔺秀云曾经

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在疫情居家期间，

孩子和家长的情绪都很容易被激惹，导致

双方矛盾冲突增加，“情绪在亲子关系中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蔺 秀 云 说 ，从 家 庭 治 疗 的 理 论 上 来

讲，孩子对父母其实是非常忠诚的，他们

特别愿意让父母满意，一旦父母不满意，

孩 子 会 非 常 在 意 。如果一个孩子经常被

父母吼，吃饭慢会被吼、洗手把衣服弄湿

了会被吼、写作业慢了也会被吼……孩

子会觉得父母那里常常有一团火，不敢

靠 近 父 母 ，“ 这 种 长 期 被 吼 的 孩 子 会 觉

得 自 己 不 够 好 ， 导 致 懦 弱 、 没 有主见、

性格孤僻，也不太会处理与他人的交际

问题。”

蔺秀云补充说，心理学研究表明，孩

子的厌学、网络成瘾等很多问题背后其实

都是情绪问题，而孩子的情绪受家长影响

很大，一旦家长的情绪改善，孩子一般也

会跟着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时候，父母

带着孩子来咨询室希望改正孩子的问题，

“我们发现，其实是父母那里出了问题。

可以说，父母的脾气有多大，对孩子的负

面影响就会有多大”。

发脾气源于负性读心术

蔺秀云曾经专门做对立违抗障碍儿童

的系列研究，与 40 多个相关家庭进行了访

谈，其中有一个家庭让她印象十分深刻。这

个家庭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和其他有对

立违抗障碍的儿童一样，孩子特别容易惹

爸妈发脾气。对于其他爸妈来说，即便孩子

再怎么容易惹自己生气，在被问及孩子有

什么优点时，爸妈也会说出一些，可是当蔺

秀云问这个孩子的妈妈时，得到的回答让

她非常震惊：“他有什么优点吗？我怎么一

点都没发现！”蔺秀云说：“我一下子就明白

了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了。”

蔺秀云分析说，家长发脾气其实很多

时候源于负性读心术，“我们会把孩子的

一些行为进行负面评价”。蔺秀云通过一

个故事举例子说明，一个妈妈看到孩子

手里有两个苹果，她对孩子说自己想吃

一个，结果孩子分别在两个苹果上各咬

了一口。妈妈的反应是，小兔崽子，为

了不让我吃苹果还各咬一口；而孩子真

实 的 想 法 是 ， 想 尝 一 下 哪 个 苹 果 更 甜 ，

然后给妈妈。

对应到现实生活中，让很多家长都容

易生气的孩子磨蹭、不认真的问题，蔺秀

云解释说，小孩的控制能力和规划能力肯

定比成人弱，他们不会想认不认真、努不

努力的问题，只会想着赶紧把这件事做完

然后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磨蹭、不认

真其实是他不愿意做手头这件事。

蔺秀云的女儿今年 8 岁，时间观念比

较差，晚上 11 点半已经很晚了，刷牙的

时 候 还 是 很 磨 蹭 ， 水 要 一 点 一 点 地 接 ，

挤牙膏也可以挤出花样。刚开始蔺秀云

也很着急，会直接说“我不等你了”“不

理你了”，然后就去睡觉。后来蔺秀云发

现，孩子其实是觉得好玩，调整好心情

后，只需要催一下女儿：“这个确实很好

玩，但是也不能太耽误时间”，当家长语

气变得好一些后，孩子的配合程度也会提

高一些。

小数乘法是马女士儿子作业中经常做

错的题，疫情期间上网课，这些错题老师

没办法面对面辅导，只能把正确解答方法

录成视频让孩子自己理解并改正。马女士

的儿子每次都是照猫画虎地把正确答案写

下来，赶紧改完错题出门玩耍。

马女士发现孩子根本没有学懂，却蒙

混过关，就想着出去玩，忍不住发起了脾

气，但是孩子也很不开心，他觉得自己明

明已经把错题按老师的视频改好了，为什

么还要被批评，母子常常为此争吵。

直到期末考试，马女士儿子的数学卷

仅有的两道错题都是小数乘法题。孩子看

着自己的这两道错题十分懊悔，反省过后，

主动配合马女士制定了小数乘法计算题的

练习计划。马女士告诉记者，绝大部分孩子

其实都挺想上进的，但实践证明，题目如果

没弄懂，再怎么发脾气也没有用。

建立一个“心安岛”

蔺秀云表示，当家长在斥责孩子的时

候，孩子几乎不会去反省自己哪里错了然

后改正，而是会迅速地关闭沟通渠道，开

始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找各种理由来和家

长对抗，这个时候家长也会更生气。事情

过后，家长还会有挫败感、无力感甚至为

没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而懊悔。

当家长忍不住发脾气的时候该怎么办

呢？蔺秀云建议，要首先在行为上让自己

的情绪停下来，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建

立一个“积极暂停角”，就是在家里选择

一个让自己感到心安或者情绪平静下来的

地方，可以是书桌旁、阳台、沙发、餐厅

或者是厨房等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去装饰

这个地方，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或者画报

等，可以给它取名叫“心安岛”。

蔺秀云说，当家长要发脾气的时候，

就先走到“心安岛”，让自己内心平静下

来。也可以给孩子建一个“心安岛”，和

孩子一起商量要怎么装饰，等孩子发脾气

的时候，也让他到自己的“心安岛”平复

心情。

其 实 ，“ 心 安 岛 ” 可 以 不 局 限 在 家

里，蔺秀云曾经遇到过一位经常和孩子生

气的父亲，每次生气的时候，或者想打孩

子的时候，就会到楼下，围着车不停地

转，让情绪慢慢消解。蔺秀云说，这辆车

其实也是“心安岛”。

还有一位父亲是一所知名中学的老

师，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可以很方便地和

孩子的代课老师沟通，“相当于孩子在学

校是透明的，回了家也是透明的。家长一

发现孩子的问题，就会发脾气，惩罚孩

子，甚至打孩子”。父亲的这种管教方式

给孩子带来了很消极的影响，当时，这个

孩子已经有用头撞墙的行为了。在访谈过

程中，孩子告诉蔺秀云，他会把内心的痛

苦都向一个枕头倾诉，如果这个枕头会哭

的话，那它的泪水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片海

了，可见孩子已经非常非常痛苦了。

当孩子的父亲来咨询时，蔺秀云告诉

他，也许他的孩子今后会很优秀，可以考

上清华北大，“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幸福。

如果你能够平静地对待孩子，让他有价值

感，即使将来进不了清华北大，他也能够

感觉到幸福和父母对他的爱”。这位父亲

听从了蔺秀云的建议，并找到了自己发泄

情绪的方法，和孩子的矛盾冲突也渐渐得

到了缓解，后来孩子的状态也变好了。

如果在“心安岛”情绪还平静不下来

的话，蔺秀云建议可以选取一个让自己舒

服的坐姿，双脚着地，慢慢闭上眼睛，倾

听自己呼吸的声音，感受自己腹部的起

伏，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而不是

让自己生气的事情上。在集中呼吸的过程

中，用心感受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

允许它们的存在，“这其实是我们情绪的

一部分，只要去注意就好了，接纳它，不

要去改变它，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反应，

追随这种情绪而不是让它消失，这样对调

节情绪也是很有帮助的”。

父母的脾气有多大，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会有多大——

暑假开始了，爸妈们请管好自己的情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王华丽刚接诊

完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这是一位已经

退休的老教授，和女儿住在一起。发病的

时候，她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不停地吵

闹 ， 要 “ 回 家 找 妈 妈 ”， 女 儿 向 她 解 释

“你妈妈已经去世了，这里就是你的家”，

可是她完全听不懂，不仅继续吵闹，还打

砸东西。这段情绪过后，她又完全忘记发

生了什么，问女儿：“是不是有强盗来咱

家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女儿告诉她

是她自己砸的，她完全不相信，“我怎么

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幸福感增强时，症状就会减轻”

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重演，女儿想要

纠正母亲的行为，试图跟她摆事实、讲道

理，但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理解不

了这些事实。而限制她的行为，与她发生

冲突，又让她格外容易发脾气。于是女儿

带她来看医生，希望可以给她开一些药，

让她不再折腾。事实上，这位老人的症状

在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中非常常见，而通过

药物治疗来改变患者的行为，也是大多数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属的诉求。

母女俩清早便来医院挂了号，但仍然

排得比较靠后，等了很长时间才轮到看

病。老人家刚进诊室时很激动，抱怨等了

太久。王华丽没有跟她解释，而是心平气

和地耐心听她抱怨。等情绪得到了宣泄

后，她的语速也慢了下来，并且主动表示

“你们也挺忙的”。这句话让王华丽很感

动，她觉得这是一位“通情达理”的老人

家。她温柔地跟老人家聊着天，问她喜欢

吃妈妈做的什么饭。老人脸上露出了幸福

的笑容，说：“我妈妈做什么都好吃。”在

愉快的氛围中，老人家的头脑似乎也清楚

了些，原本管女儿叫“妹妹”的她，竟然

认出了女儿，并且要带她回家。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来说，当他

处于比较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当他感到

愉快的时候，他大脑感知的活跃度和准确

性就会高一些。也就是说，创造这样的氛

围，对患者病情好转或者说延缓病情恶化

是有帮助的。”王华丽说。

在交谈中，王华丽发现，老人家的

情绪表达比较丰富，高不高兴都写在脸

上 。 所 以 王 华 丽 告 诉 这 位 老 人 的 女 儿 ，

可以利用这个特点，尝试改变跟她的沟

通方式，“她想去找妈妈，一定是妈妈给

她带来了幸福感和安全感。如果你能够

给 她 带 来 同 样 的 安 全 感 ， 她 就 会 相 信

你，就会跟着你。如果你不能给她带来

安全感，她就会想要去找让她觉得更安

全的人。跟老人相处不可以急躁，尝试

放 慢 一 点 说 话 速 度 ， 把 话 说 得 简 单 一

点 ， 让 她 感 到 你 是 可 以 给 她 安 全 感 的

人，她就会愿意跟你相处。”

“对待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最

重要的就是让他感觉到愉快，而不是不

满。迄今为止，阿尔茨海默症还没有办法

根治。但是当患者幸福感增强时，症状就

会减轻。所以我们给患者家属提供的诊疗

方案，追求的目标就是给老人多一些愉快

的体验。”王华丽说。

“慢一点，人生就是不着急”

来王华丽这里看病的老人中，很多人

是重度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们不仅有严

重的认知障碍，认不得身边的人，而且也

无法组织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想法，没

有办法跟他人进行一问一答的交流，甚至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患者老李 （化名）

就是这样的情况。按他老伴儿的话说，他

在家里“动不动就打人”。

老李到王华丽这里就诊前，已经住院

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基本稳定了。在出

院回家之前，医生叮嘱老伴儿，跟老李相

处时，不要急躁，“说话要慢一点，说得

简单一点，不要总批评他”。最开始，老

伴儿还能照做，可是坚持了一个月之后，老

伴儿渐渐地没了耐心，又开始由着自己的

本性，话说得快了，对老李的埋怨也多起来

了，到了第三个月，老李又回到了原先的状

态，动不动就打她。有一次就诊时，老伴儿

很委屈地跟王华丽说，老李又打了她，还把

胳膊上的淤青露出来给王华丽看。王华丽

一边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一边安慰她说：

“一定很疼，你心里一定特别难受。”老伴儿

点点头，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这时，老李突

然凑了过来，关切地问：“是谁把你弄成这

个样子的？”老伴儿对他的反应很惊讶，撒

娇地说：“是你啊。”然后眼泪就刷刷地掉下

来了。老李连忙摇头，表情很可怜，像个做

错事的孩子，说：“不是我，我不会打你的。”

又帮她擦眼泪。

王华丽趁机劝导老伴儿：“你看，虽

然你说的话他不一定明白，但是他还是很

关心你，看到你被人欺负还是会着急。”

老伴儿很受触动，说：“我真的没想

到他还会关心我。”

这时王华丽才询问老伴儿，老李为什

么会打她，当时是什么情况。

原来，老伴儿想看电视，嫌老李在旁

边吵，就进里屋把自己关了起来，一个人

看电视。老李在外面着急了，使劲儿砸

门。老伴儿一打开门就挨了揍。

王华丽告诉她，老李打人的举动其实

是一种不安的表现。“因为关心你，看不

到你感到着急，所以才会砸门，而没人开

门，他的不安和着急的感觉就会加剧，等

到门开了，就打人了。他并不是针对你，

只要是屋子里出来的人，肯定都要挨揍。

你看电视，他在旁边吵，也是为了引起你

的注意。只要你适当地关心他一下，他就

不会捣乱了，对他说话温和一点儿，他也

不会打人了。在关怀的氛围下，他会觉得

舒服，对周围人的攻击也会少很多”。

经过这番劝导，老伴儿真正下决心，

改变了自己和老李相处的方式。一位七八

十岁的老人，彻底改掉了自己风风火火的

暴脾气，话说得简单了，语速也慢了，比

以前有耐心了，更重要的是，她还会给老

李念诗，念那些他可能还有记忆的诗，这

时，老李也会摇头晃脑地跟着她一起念。

在与这些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患者相处

的过程中，王华丽深有感触，她发现从老

年夫妻之间的情感中，看到他们年轻时相

爱的样子，能感受到他们对彼此的真切关

心。“他们会给我带来很多感动。我从他

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很多实习生跟我反

馈说，每次跟完门诊，对人生都有新的感

悟。看着老两口相濡以沫的样子，就能想

象出他们年轻时的幸福”。

诊治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过程，让王

华丽对人生有了更多思考。“我觉得人生能

追求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人对幸福的追

求是无限的。在生活中，一方面应该知足常

乐，另一方面也要不懈地努力。努力了，付

出了，如果有回报，就是你应得的；但如果

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可能只是目前你还

缺乏一些条件，继续慢慢来就好。这样的心

态会让我们变得豁达，不去强求。慢一点，

简单一点，就像跟老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说话一样。人生就是不着急”。

“我与患者的关系是互相支持”

王华丽印象最深刻的患者是一位她诊

治了 13 年的老太太。老太太在王华丽接

手之前已有 5 年的阿尔茨海默症病史，王

华丽认识她时，她的病情已是中重度，坐

着轮椅，完全无法独立生活。

她的先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专家，

为了专心照顾自己的妻子，老专家从返聘

岗位上退了下来，一心一意地看护妻子。对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看护工作非常不易，

需要高度的细心、耐心和长期不懈的毅力。

很多患者家属在坚持了五六年后都放弃了

努力。教科书上介绍，患阿尔茨海默症后，

患者的生命延续一般不会超过 10 年。这是

因为，患者丧失了自我管理能力后，身体机

能会逐渐退化，意外也格外容易发生。而老

专家对妻子的照护坚持了 18 年之久，直到

妻子最后去世。这期间，他坚持用药物给妻

子进行治疗，哪怕最难买到的药，他也会千

方百计去买。他学习了照顾阿尔茨海默症患

者的方法和照顾理念，请了两位护工帮助自

己一起照顾妻子，每天用轮椅推妻子出门晒

太阳，陪她说话，帮她清理身体、按摩。直到

最后去世，老太太都没有长过褥疮。

让王华丽格外感动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症还知之甚少，为

了配合媒体多做一些对于该病的宣传和报

道，让更多人从中获益，老专家夫妇很勇敢

地接受了报社采访，参加了电视台的节目，

毫不避讳地向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老专家细心的照料下，妻子虽然头

脑不清楚，可是脸上时不时地会露出笑

容。直到最后去世，走得也很平静。

“她走的时候，身体各个脏器的功能

都不是很强了，尤其是大脑功能，已经相

当差了，比如吃东西被呛到，也不会咳出

来。那天她在喝水的时候，忽然咳了两

下，护工看她没什么事就去了厨房，再回

到屋里时，老人家已经走了。”

老太太走了之后，老专家又来北大六

院挂了个号。见到王华丽时，他说：“我来，

只是想让你在病历上记上，我老伴走了。我

也想告诉你她是怎么走的，这样可以让其

他患者的家属知道，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

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王华丽说，老专家对妻子的关怀和照

顾以及对阿尔茨海默症的重视让她非常感

动，也非常钦佩，不仅如此，“他对我们

整个团队的支持和帮助也非常大，因为他

跟我们互动，才会让我们不断获得更新的

信息，追求更完善的治疗。”

老太太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老

先生依然还有很强烈的情绪体验，于是王

华丽继续给他提供心理支持，聆听他的倾

诉，给他做心理辅导。“老伴走了，他没

有人可以诉说。这种感受很多人可能不能

体会。照顾老伴十几年了，人走了，但强

烈的情感纽带还在那里，突然断了，他不

能接受，所以我们给了他很多支持”。

“看人”，而不是“看病”

由于北大六院的号太难挂，很多老人

无法来医院治疗，所以王华丽现在每周都

要去社区出一次门诊。社区卫生中心会帮

助该社区的患病老人进行预约，这样可以

缓解老人们来回奔走不便的问题。

王华丽出诊的社区一共有 4 个，都在

海淀区，她每星期去一次不同的社区，每

次从早晨 8 点到下午一两点。在差不多半

天里，她不仅给老人看病，同时也对社区

医生进行培训，指导他们针对某个患者的

情况接下来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开药等。

此外，王华丽还帮助社区创建了阿尔茨海

默症患者家属联谊会，并培养社工到家属

联谊会对患者家属进行照护辅导。

“与患者打交道其实是一种医学人文

科学，我们看的不是病，而是人。我们会

通过生活的细节去了解患者这个人，了解

他对社会的认知，了解他对生活的感悟。

当我们用医学人文的眼光去看待患者时，

我们的处理和应对方法也会更加全面，或

者说更贴近患者和家属的需求。”

要 把 自 己 培 养 成 能 够 去 “ 看 人 ”、

而不是“看病”的状态。需要经过很多

训 练 。 王 华 丽 从 北 大 医 学 博 士 毕 业 后 ，

先 后 从 事 普 通 精 神 科、心 理 咨 询 和 老 年

精 神 科 的 临 床 工 作 ，并 一 直 从 事 老 年 期

心 理 卫 生 与 老 年 期 精 神 障 碍、老 年 期 痴

呆早期诊断和照护的相关研究。同时，她

还 一 直 从 事 家 属 照 护 的 辅 导 工 作 。除 了

在 临 床 和 实 践 中 得 到 的 感 悟 ，她 还 在 赴

哈 佛 大 学 深 造 期 间 专 门 学 习 了“医 学 人

类学”的相关课程。

“这些学科的学习让我能够更深入地

理解患者，能够用更人文的视角去看待患

者。在医学的专业性中加入人文性，这对

我的工作很有帮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

够用人文的视角去对待患者，作为医生，

会更有职业成就感，作为家属，也会更有

获得感。当我们都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

考虑问题时，就会更容易形成有效沟通，

也能更好地处理问题。”王华丽说。

（王华丽：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

学第六医院临床研究室主任、兼记忆障碍

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痴呆诊治转化医

学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一直从

事老年期心理卫生与老年期精神障碍、老

年期痴呆等疾病的临床诊治、研究与培训

工作。）

对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需要医学人文的视角

2017 年 6 月 17 日，武汉洪山广场开展的“与孩子一同练‘亲子瑜伽’”公园大课堂活动上，孩子和妈妈相处愉快。 视觉中国供图

在日本东京，有一家特别的餐厅：客人点的是蛋包饭，但端上来的可能是咖喱饭；客人要了

咖啡，却可能上了一杯橙汁⋯⋯但客人们都不会因此生气，因为这家餐厅就叫“会上错菜的餐

厅”，而服务员都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视觉中国供图

·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来说，当其处于比较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当其感到愉快的时候，大脑感知的活跃度和准确性就会高一些。创造
这样的氛围，对患者病情好转或者说延缓病情恶化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人生能追求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对幸福的追求是无限的。在生活中，一方面应该知足常乐，另一方面也要不懈地努力。努力
了，付出了，如果有回报，就是你应得的；但如果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可能只是目前你还缺乏一些条件，继续慢慢来就好。这样的心态会让
我们变得豁达，不去强求。慢一点，简单一点，就像跟老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说话一样。人生就是不着急。”

·与患者打交道其实是一种医学人文科学，我们看的不是病，而是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用人文的视角去对待患者，作为医生，会更有职业成就感；作为家属，也会更有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