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理：
当你感到人们对你的评价不公平时，你的辩解

只是徒劳。 如果希望人们看清自己，那就拿出自己
的行动，用自己的成果来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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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故故事事 大大道道理理

早些年，妮妮家从乡下搬到城里。
新家是一幢二层小楼， 楼下是一个大院子，院

子里还长着前主人种下的蔬菜。 从他们搬进来后，
院子里的菜地就渐渐荒了。 过了两年，不知什么时
候原来长着菜的那块地上长出一棵小树，大家都不
知道是什么树。

一天，妮妮摘了一片树叶带到学校递给生物老
师，老师看了看后说：“这应该是李子树的树叶。 ”回
到家里妮妮就告诉了父母———是一棵李子树。后来

爷爷从乡下了，刚进门妮妮就对他说：“爷爷，你看
我们这里有一棵李子树！ ”爷爷一看，“这哪是李子
树，李子树我还没见过？ ”爷爷笑了笑说：“这是一棵
樱桃树，就快开花了！ ”

于是妮妮一家都在一直等着樱桃树开花，然后
就可以尝到樱桃了。 它终于开花了，花谢后结了一
些很小很小的果子，可是慢慢地没等长大就都掉光
了。 一直到前年妮妮家那里拆迁时，一位工人喊道：
“这是谁家的核桃树，再不移走就没了。 ”

“这不是一棵樱桃树吗？ 怎么会是核桃树呢？ ”
妮妮问那个工人。

“樱桃树？ 你看那树叶底下不是结了一个核桃
吗？ ”妮妮顺着工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真有一个
核桃挂在那里。

几年过去了，妮妮一家一直把一棵核桃树当成
樱桃树。 如果它要是不结果的话，恐怕到现在他们
还在等着吃樱桃呢？

（晨小）

院子里的一棵树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对于孩子需要的满足程度，
会影响到孩子内心富足或者匮乏的状况，也会影响
孩子的情绪、情结的形成。 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理解
和正确对待孩子的各种需要呢？

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情绪。心理学对于情绪的
解释：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
应的行为反应，与需要的满足程度密切相关。 而需
要满足的状况和习惯性模式，也会进入我们的潜意
识，继而影响到我们的外显行为表现。

需要满足的程度有两种典型状况———剥夺和
餍足。 剥夺就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感，总是处于
不被满足的状况。 而这种状况，通常会造成内心的
紧张和匮乏。餍足则是体现在充分满足甚至过度满
足，而这种满足情况的出现，则会导致孩子对于某
种诉求逐渐失去兴趣，而不再念念不忘、依依不舍。

生活中的常见误区是，我们总是没有给到孩子
充分满足的体验，甚至有时候还会有意制造剥夺的
状况，造成紧张和匮乏。 有时候甚至会用故意延迟
满足的方式，试图培养孩子的耐心、锻炼孩子的意
志力和自制能力。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对于孩子的
延迟满足训练，一方面有孩子的个体差异———因人
而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延迟满足应该是建立在
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的做到延迟满足。

用生活中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进行解释。比如有
些孩子喜欢吃糖（或者巧克力等），而我们觉得小孩
子吃糖是不好的（比如会坏牙等）。我们就会竭力控
制孩子吃糖的行为，尽量减少孩子吃糖的机会。 但
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 孩子会越来越喜欢吃糖，甚
至变本加厉的喜欢和沉迷。说明家长对于孩子行为
的控制和压抑是没有效果的。

在生活中，我们不想让孩子吃某种食品（比如

巧克力），大概有这些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不让孩子
接触到这种食品， 生活中也从来没有过这种食物的
概念。那么当他不知道这种食物的时候，他也就自然
不会沉迷其中了。 当然，这种方法恐怕是行不通的，
因为现在发达的网络时代， 不想让孩子接触到某种
食物大概是不太现实的。事实上很多时候，喜欢吃巧
克力的孩子往往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喜欢吃巧克力的
妈妈。 只不过妈妈可能会背着孩子偷偷地吃罢了。

第二种方法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寻找机会
让孩子充分体验甚至是过分满足（餍足），让孩子对
于某种食物（比如巧克力）不再有神秘感和紧张、匮
乏的感受。比如给孩子买各种他喜欢吃的巧克力，满
满地堆在他面前，然后告诉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让
他真实地感受到他是完全被允许和接纳的。 当他经
过试探之后， 发现真的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时
候，他会突然发现，原来吃巧克力也不再像之前那样
“遥不可及”；也不再有之前的那种“垂涎三尺”、抢着
吃、偷着吃的那种渴望和期待了。 这个时候，孩子就
可以把巧克力扔到一边， 而巧克力也不再是他的全
部，最多也只是一些点缀而已了。此方法的核心是家
长必须完全的放手和信任孩子， 内心不再有一点点
限制孩子的想法和念头 （也就是说对于孩子吃巧克
力的行为不再有一点的焦虑和恐惧、控制和要求）。

第三种就是锻炼孩子的自律性和自制力， 培养
孩子强大的自我意识，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 当然，
这种情况通常还是要建立在第二种情况的基础上。
即让孩子体验过充分满足，再去谈延迟满足，才能够
更顺利地实现和完成。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孩子需要
的满足，一定要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同时，我们也要
做到以身作则、懂得感恩，那么孩子也会在这个过程
当中，心存感恩，获得心的滋养。

“金钱”的心理分析（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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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访问学者、河南大学心理学硕士、许昌学院教育学院

实验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及绘画心理分析导师、河南省“国培计
划”项目培训专家、许昌市首届科普专家、许昌市新长征突击手、许昌学院首届双
师型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兵、学雷锋标兵、“张丽莉”式优秀教师。

近 ２０年来，从事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和心理咨询师培训及督导工作，主持和
参与省级、厅级课题二十余项，编写著作和教材《心理咨询与治疗》《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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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司决定盖一幢大楼，两年
前就已经制定了计划，可是终因材料不足而使计划落
空。写文章和盖房一样，如果没有材料，写作就是一句
空话。 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实，这
“米”就是巧妇要“炊”的材料，有了“米”之类的材料，
巧妇自然就能做出丰盛的佳肴。 如果不给她“米”，硬
要她做出饭菜，无论她再巧，也只好空自叹息，“炊”不
出任何东西来。 因此，占有材料是写好每一篇文章的
关键。 那么，怎么占有材料呢？ 主要谈三点：

首先，要熟悉生活，热爱生活。
生活是写作材料的丰富源泉， 写作离开生活，就

如同鱼儿离开了水一样。 可以这么说，脱离生活的文
章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一些科幻作品、童话故事，也
必然有现实生活作为依据。譬如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
《西游记》，记叙的虽是一些降妖除怪之事，但这些妖
和怪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痛恨的对象，而作者塑造出
来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也都是以生活为依据，因为社
会中存在着猴子、猪之类的动物。 尤其孙悟空这个形
象，更是源自上古神话中的淮渦水神无支祁。 任何一
个作家，都把观察体验生活作为写作的第一要素。 高
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景
老师所著的几部小说，其中的许多故事都与老师的生
活有关。 因此，忽视生活，就等于抛弃掉了材料，自然
也就无法写作文章了。所以，一定要重视生活，热爱生
活。

第二，学会搜集身边的材料。
如果说个人的生活是一朵小浪花的话， 那么，社

会生活则是一片浩瀚的海洋。 在小学生习作中，有时
仅凭自己的生活经历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到社会上去
调查、采访，搜集更多、更精彩的材料。 著名作家魏巍
为了写好一篇反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
地打击侵略者的通讯，曾先后采访了上百人，搜集了
几十条有关的材料，最后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再如本次习作，有的内容你身边就有，甚至你曾经经
历过，例如春节、端午节、清明节等，但不少材料你未
必知道，比如每个民族的不同习俗、饮食，不同民族的
生活习惯，都需要通过调查、搜集方能了解。

除了调查、采访之外，细心观察、把握积累也是不
可缺少的一环。 鲁迅先生说过：“留心多样的事情，多
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这里讲的“留心多样的事情”
“多看看” 就是观察、 积累的关键。 观察要注意一个
“广”字。观察多了，你就有了分辨事物的能力，从而更
好地利用自己得到的材料写文章。 在观察某一事物
时，要做到深入细致，准确透彻，不要马虎肤浅，草率
应付。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仅注意观察，还要勤动
笔，把看到的、听到的记下来。 搜集占有的材料多了，
写起文章来才能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第三，是阅读。
阅读也是占有材料的必然要素。书本上的材料是

现成的，比较完善的，搜集运用书本上的现成材料可
以提高写作效率。 当然，在运用某些现成的材料时还
要注意借鉴和改造，切不可机械地照搬，更不能不道
德地抄袭，而是要选择其精粹，融会贯通，使其变成自
己可以接受的东西。可以整段、整句地摘抄，也可以摘
抄一些词语。 摘抄的形式可以概括摘要，也可以记心
得体会等。总之，只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要“记
万人言”，才能酿出佳蜜，贡献给人们。 摘引也要养成
习惯，切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只有这样，才能积
累更多更好的材料，才能写出合格优秀的习作来。

景景老老师师讲讲作作文文

杂谈材料的占有
景文周，中学高级教师，知名

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作文理论研
究专家、中小学作文辅导专家、“全
景作文课堂”创始人。 曾任《花果
山》杂志主编，许昌市儿童文学学
会会长、 许昌市校园文学学会会
长。 先后出版《作文技巧》《中小学作
文技法 ４０讲》等语文类图书六十余
本，出版长篇小说《营造》《石榴》《中国男孩》《中国女孩》。近年
来，又潜心长篇生肖童话的创作中，已出版《鼠王国迁徙记》
三部曲之《百岁鼠王的荒唐事》《鼠坚强的流浪歌》《小老鼠的
大航海》和《牛英雄成长记》三部曲之《初生牛犊不怕虎》《牛
气冲天闯世界》《做牛也要留美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