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时抚慰情绪 首先接纳孩子
的不良情绪，表示理解孩子此刻的心
情；然后抚摸肩膀，为他擦眼泪。及时
抚慰能减轻孩子的痛苦、平复情绪。

引导化解摩擦 培养同理心，让
孩子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体验对
方的感受，减少摩擦。如果有了摩
擦，引导孩子反省自己，与对方化干
戈为玉帛。

提高安全意识 教导孩子，当对
方拿棍棒、石头发起攻击时，要及时
躲避，可以跑向人群中，向大人求
助。气势战胜对方。如果对方与孩
子势均力战，可以教孩子用手抓住对
方的手，不让其动弹，并大声斥责：

“你这样做，我很生气，你必须向我道
歉！”从气势上压倒对方。

适度提供帮助 如果孩子与对
方平时关系不错，为鸡毛蒜皮的事小
打小闹，让孩子自己解决，不要干
涉。如果程度严重，家长可以适当出
手帮助孩子。

创造和解机会 不播下仇恨的
种子，尽量引导孩子与对方达成和
解。创造机会，让双方和解。比如，
联系对方家长，两家一起做亲子活
动，增进友谊。

请第三方调解 请老师或者双
方孩子共同好友出面调解，也可以请
对方家长做调解工作，握手言和。如
果对方孩子暴力倾向严重，可以请老
师从中斡旋，不宜直接指责对方孩
子。 （《生命时报》）

孩子被打
六个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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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是兴趣，爱好不是兴趣，特长
也不是兴趣，价值观也不是兴趣……大
家一定感叹，那太难找到自己的兴趣了。
尤其是青少年，生活经验又少，如何才能
找到自己的兴趣呢？

在知乎上有这样的问题：本人大学
生，自认为正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年纪，
但问题出现了，我该做什么呢？对于很多
事，我的兴趣都是淡淡的，可以做，但又随
时可以放下，三分钟热度，过后甚至觉得
无聊。没有遇到哪件事让自己有强烈的冲
动。于是觉得自己很可悲又无用……该怎
么办呢？

在我看来，这事儿跟勇气有关。你可
能会说：“太鸡汤了吧？兴趣跟勇气有什
么关系？”我们来分析一下。

太多的青少年往往一直在学校里忙
于学习和考试，接触的活动比较单一。很
多课外活动，可能因为“不是正事”“耽误
学习”而不被重视，甚至取消。万一他们
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还没有表现得足够
好，很容易打击自信心，觉得自己什么都
不行，也就失去了对很多事情的兴趣。可
能世界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还没
来得及尝试呢！就轻易下了“自己不行”
的结论。

所以，不如扩大你的活动范围，多尝
试，别给自己太多限定。斯坦福大学著名
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所著《终身
成长》这本书里就介绍了成长性思维的概

念，她让我们设想，人往往是怎样对一件
事情建立起兴趣的呢？比如，你在学校偶
然听了一次讲座，或跟别人进行了一次有
趣的谈话，然后会发现这个你以前不了解
的领域，其实很有意思的。按照这种思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人都可以慢慢发展
培养出自己的兴趣来。关键是探索未知，
离开舒适区，拓展新领域的过程，其实是
需要点勇气的。

尤其当我们的尝试可能面临失败时，
很多人都会自然规避。听上去是某个年轻
人在说“我对某件事情不感兴趣”，往往他
的潜台词是“我其实没有太多信心做成这
件事”，实际上就是害怕失败而已。

这时候，你需要放下追求成功、避免
失败的执念，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即使
做不成也不后悔，值得全力以赴的。那就
开始去做吧！

著名的生涯规划师古典在《拆掉思
维里的墙》一书里有这么一段话，很经
典：没有人愿意说我很害怕，所以他们骗
自己说，我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是缺乏能力，也不缺乏机会，
他们缺乏的只是投入，对不知道结果的
事情的投入。

无趣之人，往往不是无能之人，而是
无胆之人。所以每天问问自己，你到底是
没有兴趣，还是不敢有兴趣？

生活就好像镜子一样，有趣之人保
持着极高的投入度，全力拥抱，生活也全

力拥抱他。无趣之人用“没兴趣”把自己
和生活隔绝，所以生活也躲开他。

所以，兴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
是你带着勇气，在探索和行动中找到的。
我们往往也不是首先有了一个热爱的事
情、坚定的目标才全力以赴，而是在充分
探索和思考过、在全力以赴打拼过之后，
才能培养出一个坚定的人生目标，找到
自己所爱、找到兴趣。无论是扩展未知的
领域，还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境下全力以
赴，最需要的其实是勇气。

这里要叮嘱一句，勇气是什么？不是
不害怕，而是害怕得瑟瑟发抖，但是还是
坚持往前走。

这里也给那些感到生活无趣的青少
年的老师和家长们提点建议：

第一，青少年生涯教育的重点应该
是增加与环境的互动。环境越丰富，越能
给青少年呈现更多机会和可能性，让他

们有可能在众多的丰富活动中筛选出自
己感兴趣的事情。

第二，多给青少年鼓励和信心。如果
他们在成长的路上获得很多鼓励，他们
会建立起信心，愿意探索世界，愿意尝
试，也会获得世界给予的更多积极反馈，
他们也会对结果的预期更乐观。兴趣就
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之后他们确立专业
和职业目标会更加从容坚定。所以从这
个意义上而言，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
才是成功之母。

韩剧《我叫金三顺》里有几句诗，特
别适合放在这里：

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
跳舞吧，像没有人会欣赏一样；
唱歌吧，像没有人会聆听一样；
干活吧，像是不需要金钱一样；
生活吧，就像今天是末日一样。

（《中国青年报》）

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你可能只是缺乏勇气

速冻，解冻，再速冻。本
就是“天寒地冻冷到抖”的时
节，忽高忽低的气温对抵抗力
不强的儿童来说很不友好。
数据显示，寒潮来袭后，不少
医院的小患者人数陡然增长。

“近几日的患者以主诉呕
吐、腹泻为主，出现咳嗽的比
例也有所增多。”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陈乐
说：“呕吐、拉肚子多数和着凉
或病毒感染相关。有些甚至
是家里大的小的一起吐。”冬
季，呼吸道症状依旧是儿科的
主要疾病谱，好几位小病人在
夜间和清晨咳得厉害，并伴有
呕吐症状，被家长紧急送医救
治。

往年此时，恰是儿科诊疗
一年一度的“峰值”。但陈乐
感觉到，今年患儿人数明显低
于往年。“疫情让很多家庭形
成了良好的个人防护理念。
儿童通过戴口罩、勤洗手等日
常卫生习惯，往年高发的上呼
吸道感染等症状已经有了显
著减少。”

陈乐介绍，元旦期间发热
门诊人数增长了 10%~20%，
下午 4 时后是患者就诊的主
要分布时段。“针对非发烧、但

症状比较急的患儿，预检台也
会为他们挂急诊。这部分患
儿以6月龄以下为主，是我们
的重点照顾对象。”此外，有些
年龄稍大的小朋友肚子疼到
无法行走的、呕吐非常严重
的，或是血液肿瘤病患儿，都
会安排急诊。“但这部分人群
占比不高，约为普通急诊总数
的6%。”

陈乐提醒家长，气温变化
多端，切忌让孩子在温度较高
的室内和寒冷的室外来回进
出，这样容易造成感冒。同时
继续做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做好个人卫生这“三件
套”。有些患儿是医院的“常
客”，陈乐建议家长带着孩子
看一下免疫门诊或过敏门诊，
查一下原因。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副
主任医师王一飞指出，寒冷时
节，儿童手指、手背、面部、耳
郭等肢体末梢处易发冻疮。
对于冻疮而言，预防远比治疗
更重要。他提醒，儿童到户外
需穿着棉鞋、手套、耳罩、帽子
等防寒衣物，也要避免长时间
穿着潮湿鞋袜，潮湿衣物会导
致保暖性能下降。

（《新民晚报》）

寒潮过后“小病人”多了
专家提醒：继续做好“三件套”

甜酸白菜丝
材料：大白菜叶6片，胡萝卜1/2个，黑木耳2朵，红

辣椒1个，青蒜1根，大蒜2瓣，芝麻1/2大匙，橄榄油、白
葡萄酒各2大匙，糖、白醋各1大匙，盐、香油各1小匙。

做法：1.大白菜、青蒜去除根部，洗净、切丝，分别泡
入水中，待烹调时捞出沥干；黑木耳、红辣椒去蒂及籽，
分别洗净、切丝；胡萝卜去皮，洗净，刨丝；大蒜去皮、切
末；芝麻放入干锅中炒香备用。

2.锅中倒入1大匙油烧热，爆香蒜末、木耳丝、红辣
椒丝，淋上橄榄油、白葡萄酒，加入胡萝卜丝拌匀，盛入
碗中，待凉加入大白菜丝、青椒丝及糖、白醋拌匀，盛入
盘中并撒上芝麻即可。 （本报综合）

姜糖苏叶奶茶

材料：生姜3g、苏叶3g、
红茶 3g、牛奶 250ml、红糖
15g。

做法：将生姜、苏叶洗
净，切丝，和红茶一同放入
茶杯中，加沸水冲泡5~10分
钟，去掉生姜、苏叶和红茶，
倒入牛奶、红糖调味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