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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大学
曾经联合做过一个实验，要求被测
者在“等待一段时间就能获得更高
奖励”和“不用等待就能获得小奖
励”之间做出选择。

理论上人们应该更多趋向于
更高的奖励。但结果发现并非如
此，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较少
的奖励。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当
需要等待时（而又暂时达不到目
标），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会变得更
加漫长，这时奖励带来的兴奋就
会渐渐下降——通俗点说，人们

觉得没意思了。
在不耐烦的背后，其实隐藏着

“等待”带来的问题。比如两人开
始探讨一个话题，或开始等待一件
事或一个人，当不知道对方还要聊
多久，不知道还要等某人多久，面
前的人没有说出我们想听的话，或
事情没有满足期望时，就会产生不
耐烦的心理。在等待的过程中，人
们容易出现猜测、焦虑、思维反刍
等的情绪现象，因此，这些负面情
绪所带动的，也必然是负面的表
达，例如“行了行了，可以了”。

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千万不
要想当然地认为两人已经很熟了，
对方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聆听自己；
更要避免认为对方就理所当然地
应该同意或理解自己。先学会自
我对话。自我对话是一个很好的
复盘过程，问问自己的这些话对方
是否真的愿意去听。先整理好情
绪和语言，再去和对方沟通。

交流时，每隔几句话，加上一
个询问，问问对方是否接收到了自
己的信息，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意见
想表达。当对方出现负面表情或

肢体语言时，坦诚相对，不要抗拒，
真诚询问对方感受。

当对方或自己真的有不耐烦
情绪或行为时，也要避免将其“内
化”。也就是说，无论是自己表达
出来的不耐烦，还是对方投射过
来的不耐烦，都可以看作是一次
偶发的情绪，没有必要认为这是
自己或对方身上的污点。关系中
必然存在沟通，也会存在差异。
包容差异，优化沟通，关系就会锦
上添花。

（作者 心理治疗师 黄贝尔）

为何我们总是不耐烦

“慈母严父”还是“严母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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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最好的教育模式，是
严母慈父。

母亲要严，孩子如果和妈妈关
系太亲近，就容易娇纵任性，跟谁
都不闹，就跟慈母闹。所以母亲要
干脆果敢，说一不二。

父亲要慈，因为父亲是有力量
的，会给孩子一种厚实的感觉，让
孩子有安全感，在有安全感的情况
下，父亲再一讲理，他就很容易接
受了。

母亲的“严”
让孩子坚守底线
传统社会中，母亲是温柔慈爱

的象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联
结母亲和孩子的那条脐带虽然被
剪断了，却无法隔开彼此血浓于水
的情感。

于是，母亲天然和孩子更亲
近，不自觉地宠爱孩子，不忍心苛
责半分。

但往往，母亲爱得太满太深，反
而会给孩子的成长之路埋下隐患。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吉林长春，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伸手向母亲要零花钱，母亲没有
给，女儿就勃然大怒，当街殴打母
亲。

其实，母亲只要大声呵斥或径
直走开，就能制止女儿的无理行为，
可她一动不动，任由女儿打骂，仿佛
做错事情的是她，而不是女儿。

那一瞬间，我看到的不是母亲
的“包容”，而是对女儿是对女儿的“纵容”。

正是她过往无底线的满足，和
今日无底线的退让，才让女儿目中
无人，失去最基本的教养。

精神分析大师科胡特说过：好
的母爱，是不含敌意的坚决。

母亲多一点严格和果敢，能让
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感知规矩的重
要，明白自己的担当。

只有严厉一点，才能让孩子知
道为人处世的底线，心里多些敬畏，
行为多些担当，迈向自律与成熟。

父亲的“慈”
让孩子更有安全感
提到父亲，很多人的用语都是

“威严”“冷酷”“生疏”，很少有温情
的表达和动人的故事。

吴宗宪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极
其严厉的父亲。

父母动不动就体罚，让他无数次
怀疑“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孩子”，否
则父亲怎么舍得如此对待他。

即使他后来成为综艺大王，但
仍无法消除父亲留给他的心理阴
影，患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
至今已超过40年。

相比较来说，作为汪曾祺的儿
女，就多了一份幸运和温暖。

汪曾祺在文学上造诣极深，为
人大气且清高，原以为回到家人面
前，难免摆架子和甩脸色。

事实却恰好相反。妻子叫汪
曾祺“老头儿”，三个子女和小孙女
也跟着叫他“老头儿”，从不害怕会
因此受到责骂。

在孩子们心中，汪曾祺是典型
的“慈父”，每每谈起他，语气里都
充满感激和幸福：

“从小到大，父亲没有教训过
我们一句，绝对平等。”

小女儿汪朝不着急结婚，母亲
很是担心，父亲汪曾祺却选择尊重
女儿的做法。

听女儿说起，想找个自己这样
的丈夫，他开玩笑地吐槽女儿：“那
你上哪找去!”

听女儿说起，害怕婚后过得不
好，他就坚定给女儿打气：“没事，
过不好就回来。”

他所做的，就是放下面子和架
子，给孩子充分的尊重、理解和支
持，让孩子感受到父亲深沉的爱和
温柔的承托。

对男孩来说，慈爱的父亲会理
解他的情绪、指引他的成长方向，
让他懂得表达自己，更能把握幸福
的真谛。

对女孩来说，慈爱的父亲会体
察她的感受、支持她的决定，让她
敢于突破性别偏见，活出更精彩辽
阔的人生。

给孩子最好家庭教育
是“爱”与“规矩”并行
无论是遵循“严母慈父”的准

则，还是倾向“慈母严父”的搭配，都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和做决定。

不妨看看以下几点。
1.遵从父母特质，把能量用在

擅长的事情上。
比如，父亲天性温和，那就做

一个慈父，不必非要树立父亲的权
威，板起面孔训斥孩子。

你把家里收拾好，给孩子更多
的爱，给妻子更多的关怀，既能给
家庭营造温馨的氛围，也可以感受
到付出的快乐和成就感。

对母亲来说，也是一样。
当孩子看到父母最好的样子，

潜移默化学习借鉴，成长动力被激
发，也能更有自信和底气。

2.遵循孩子特点，随机应变才
能事半功倍。

心理学指出，孩子3岁前处于
依恋期，只有得到父母的爱与呵
护，才能对外界产生信任感，在内
心积累安全感。

孩子3岁开始，有一定的理解
能力和表达能力了，父母就要开始
立规矩，引导孩子更好地与他人交
流、与世界相处。

当孩子懂得照顾自己、关心朋
友、遵守规矩，也就有了快乐生活
和获取幸福的能力。

教育的最终目标，都是希望给
孩子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也不忘记
规矩和权威。
（稿件来源：十点读书 作者 许小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