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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小心眼”爸妈，超无奈
专家支招：儿女要多给老人一点表扬，还要让老人多交朋友

4岁孙子一句“你走”，爷爷真
的摔门而出；女婿一句无心之语，
大妈竟然“当真”，并和他“冷战”
半个月；读错字闹笑话，大爷气得
不说话……生活中，不少年轻人
为家有“小心眼”爸妈而烦恼不
已，说起来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可
“小心眼”爸妈却总喜欢较真，为
此年轻人叫苦不迭。近日，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
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心理专家支招，儿女要
多给老人一点表扬，还要让老人
多交朋友。

▋朱丽云 记者 马冰璐

专家支招：
子女多表扬
让老人多交朋友

家里有个“小心眼”的老人，一
家人都小心翼翼的，周金妹说，要

“对付”老人的“小气”，总体来说，
有3招。

1、嘴上抹点蜜
“老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就像

孩子一样，多给点表扬和赞美，哄
着他，他的心情就会好得多。”周金
妹说，很多老人因为有着严重的自
卑感，比如工资很低，出身贫寒，文
化水平不高、没有存款等，因此，需
要年轻人通过赞美和表扬来让他
产生自信，这样他才会从根本上走
出自卑的阴影，“在和老年人相处
的过程中，年轻人一定要多说好听
的话，哄他们开心。”

2、找机会交朋友
“老年人最怕孤独和寂寞，而

且老年人和年轻人因为生活方式
和观念的不同，总有一些觉得格格
不入，他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圈子，
年纪相当的，生活经历相仿的，这
样大家能聊到一块，互相倾诉。”周
金妹说，年轻人要有意创造机会给
老人多交朋友，并通过各种方式让
他们多在一起交流，多搞点聚会，

“年轻人还应鼓励老年人主动走出
家门，增长见识，扩大交际圈。”

3、让他被重视
“很多老人在退休前有很强的

社会认同感，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能
工作，还有用，一旦退休就像被社
会抛弃一样，因此心理落差很大。”
周金妹说，这样的老人，小一辈的
要注意在家里多让老人做主，自己
能决定的事，也多“请示”“汇报”
等，让老人有满足感，“让他觉得自
己被重视，而且还有用武之地。”

合肥市民小何有个4岁的儿子轩轩，有点调皮，小何
的父母经常接轩轩放学，并顺便照看他。虽然小何的父
母住在另外一个小区，但因为离得很近，每天晚上，祖孙
三代会聚在小何家一起吃饭。

一个月前的一天傍晚，轩轩在客厅里搭积木，为了保
护好自己的“劳动成果”，他特地叮嘱爷爷奶奶“别碰我的
积木哈。”岂料，爷爷老何在打扫卫生时不小心碰倒了积
木，见“劳动成果”被破坏，轩轩当即嚎啕大哭，并冲着爷
爷喊道：“你走，你给我走。”

见孙子朝着自己大吼大叫，老何当即怒不可遏，一句
话也没说，径直摔门而出，回自己家去了。当时小何夫妻
俩不在家，晚上下班回家后得知此事，小何赶忙批评轩
轩，并打电话喊父亲来吃饭，可老何死活不来，并声称“宁
可在家吃泡面，也不登小何家门。”

为了这事，老何僵持了好几天，全家人都束手无策，
“后来以轩轩主动向爷爷道歉告终。”小何说，其实就是一
件小事，无奈自己有个“爱较真”的父亲。

孙子喊“你走”，爷爷真的摔门而出

说起自己的岳母，家住合肥市沁心湖社区的小吴直
叹气，“岳母特别爱咬文嚼字，和她说话太累了。”他说，半
年前因为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语，岳母愣是半个月不搭理
他，“从那以后，我和她说话都格外注意措辞。”

“事情是这样的，岳母退休后经常去跳广场舞。”小吴
说，当时岳母所在的广场舞队要去参加比赛，所以统一订
制了演出服，“那天晚上，晚饭后岳母兴冲冲地试穿演出
服，让我们‘点评’。”

“我当时忙着玩手机，就随口说了句，这条裙子是好
看，但显胖。”原本笑呵呵的岳母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气冲
冲地跑回房，“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说错了。”小吴本
以为此事就此打住，“岂料此后半个月，岳母都不搭理我，
一句话都不和我说。”

对此小吴很郁闷，“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总不说话
肯定不合适。”思前想后，他最终向岳母道歉，这才让她消
了气。

女婿一句无心之语，大妈和他“冷战”半个月

“就因为读错一个字，闹了一出笑话，老伴气得不说
话。”说起自家的老伴，53 岁的邱阿姨直摇头，“他哪都
好，就是太小心眼。”

“一周前，2岁多的孙子拿着识字卡片，吵着闹着让老
伴教他认字。”邱阿姨说，有一张卡片是獾，“老伴一边指
着卡片，一边告诉孙子‘这是 guan’。”恰好那天是周末，
一家人都聚在客厅看电视。

“儿子随口说了句，有‘guan’这种动物吗？”邱阿姨

说，大伙都凑过去看卡片，“哎呀，爸，这个字读‘huan’，
不是读‘guan’。”儿子赶忙纠错，“宝宝，别像爷爷一样认
错字。”邱阿姨说，听完儿子的“调侃”话，老伴当即脸拉得
老长，回房生起了闷气,晚饭都没吃。晚上，老伴还向邱
阿姨诉不平，“他说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读过多少
书，认错字也不能怪他……后来我劝他，我们没有笑话他
的意思，只是纠个错，他不该小题大做，还生闷气，听完我
的话，他这才消了气。”

读错字闹笑话，大爷气得不说话

“现在的老人虽然不用工作，没有生活压力，表面上
看起来应该过得很舒适，但实际上，却有很多老人有不同
程度的心理障碍，比如自卑、敏感、多疑、偏执等。”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周金妹表示，有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50
岁以上的老人存在心理障碍的比例高达四成以上。有些
老人的情绪脾气暴躁，甚至有儿童期的激动和任性。

另外许多老年人则表现为对人的冷淡，不愿意对人、
对事物有正面的热情，相反敌对情绪和反面情绪却表现
得异常强烈，常常容易激动、争吵、产生偏见。老年人极
端不良的人格还表现为：寒酸、吝啬、好争吵、苛求、自私、
难以相处，甚至退化为儿童期的自我中心。

“老人的这种不良人格，其实并非空穴来风，一是因
为当年生活环境的造就，二就是年轻时人格缺陷在老年
时的放大。”周金妹说，老年的人格并非是年轻人格质的
变化，不过是过去人格不良特点的“放大”而已，当年潜抑
的人格缺陷，到年老之时，在精神衰退的情况下表现得更
清楚更突出罢了。“很多老人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充满不高
兴，对事情不容忍，沉溺于过去的成就和欢乐，讲到过去
津津乐道，但对目前的生活缺乏兴趣。”周金妹说，家里有
这样的老人就需要特别注意，因为一旦任其发展下去，极
易对个人和家庭生活产生严重的干扰。

调查显示：四成以上老人存在心理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