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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 18岁的花季少女，用坠楼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旅程，她的决绝撞击

着社会、学校、她的家人朋友和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

生而赋有为人子女的责任，更应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纵使千辛万苦，我们都无

权武断结束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一场奇遇、一次冒险，是阿甘手里的那盒巧克力。

结局难料，却充满苦与甜的美好。一个本应感受这美好的生命，却被推向死神，

花期匆匆而至。

近年来，青少年自杀案屡见不鲜。《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受季

节、学期、学业影响，青少年轻生案例中，75%系学习压力过大所致。压力主导型

自杀在中国中小学生自杀中占绝大多数。

如果说在当今中国教育“被排名”、“被竞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家长能

做的便是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爱自己。

首先，不断引导孩子在理性、客观的人生观、价值观下，认识自己，定位自

己。很多伟人穷其一生都在定义自己，在寻找自己的路上创下不朽名作，成功只

是附加品。更多人因不了解自己的需求，郁郁而终。如有遗弃情结的丘吉尔，和

有分离性人格障碍的卡夫卡。

中国青少年漫长求学过程里，成绩的好坏评定往往要跟随他/她二十几年的

光景。而用数字定义自己，成为中国式常态。过度追求学习成绩，会让孩子迷失

自我，忽略了其作为学生以外的其他身份。成绩评价只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

短暂、片面评价。不了解自己的人，用自己的成就定义自己。当成就成过往，失去

光环，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放轻松，成绩不是唯一。

了解自己，通常课本里是没有答案的。让青少年充分经历这个世界，多阅读

多交朋友，甚至谈一场恋爱，都有助于青少年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发展自我。

家长尤其不要在这个过程中，贸然给孩子“贴标签”。大学里我有一个朋友，自

入校便被老师夸奖“有天赋、聪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学眼中她是“天



才”，因为聪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学好专业知识。大二是个转折点，这位朋友

英语四级考试没有合格，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当天，全班仅

她一人缺考；进入日语口语大赛决赛，却临场脱逃......我一直想不通她为何这么

怕输。

九十年代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C.Dweck研究表明，从小被夸聪明的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会表现出强烈与他人竞争的意识。而从小接受“对事不对人”夸奖

的孩子，会对自己的进步更感兴趣，更易挑战自己，承受能力较强，情绪不易

受到影响。曾引起热议的MIT才女郭衡自杀事件中，郭在遗书中说：“这是一个

弱肉强食的世界，面对比自己优秀百倍的同学，我已经再没有能立足的东西。”也许这是一

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吃掉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

夸孩子聪明，是在告诉孩子他/她的本人特质。当孩子做好一件事，“聪明”

这种夸奖让孩子自动将结果归因于本人的天生特质，而不是他/她对这件事的理

解、努力程度和坚持的决心。“我很聪明，我应该比别人厉害”这个逻辑，一定会让孩

子在强手如云的世界里漏洞百出；而夸孩子说“这件事做得真好”时，孩子不仅理

解到外界对他/她所做之事的赞扬，更能清楚意识到，除了他/她自己没人能定义

他/她。

其次，加强青少年的生命教育。老师曾在班里做过这样一个测试，“你乘坐

的一艘船即将沉没，船上只有供一人逃生用的皮艇，你会争取逃生机会吗？”

老师再三询问，全班仍无一人争取这个机会。这种看似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

实则包含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和生命责任感的缺失。生命只有一次，尊重自己的生

命并爱惜它。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都不负责，那他/她还会对什么负责呢？

在向孩子传输爱国精神、奉献精神之前，最好先教会孩子自爱。

痛定思痛，希望社会、学校、家长多方做出改进，让孩子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