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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遇上手机诈骗孩子遇上手机诈骗，，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倾诉 好朋友的孩子被骗了

朋友的儿子今年小学高年级，喜欢
玩游戏，遇到一位陌生人答应送他一件
道具，就把微信账户和密码全告诉了对
方，好在因为微信后台发现账户异常，当
天就封了号。她报警了，没告诉我有没
有财产损失，但是她和孩子的情绪都不
太稳定。目前，她把儿子的手机没收了，
也不许任何人在她儿子面前提这件事，
怕他再受打击。

其实，我的孩子在小学中年级的时
候也曾遇到手机诈骗，一个骗子说是某
某主持人的团队工作人员，转账1800元
就可以见到主持人。那时刚过完年，手
机里有一些长辈转的红包，孩子觉得主
持人看起来那么好，不会骗人，就这么上
钩了……没有报警，我们也没有狠狠骂
孩子，只是跟她讲了一些社会新闻，希望
不要再那么容易受骗。出于对孩子的信
任，也没有没收手机，叮嘱她不要加陌生
人，不要给别人转账，不要点短信链接。

听了朋友的事情后，我一方面不知
道如何开解她，觉得她用“当做什么也没
发生”的逃避态度面对这个问题，对孩子

的成长没有好处；另一方面，又引发了
我内心的恐惧，我似乎一直用“告诉孩
子什么是错的”这种方式来防止孩子

犯错，“怎么做是对的”却一直忽视了。希
望得到建议，到底怎么做才能真正安抚

朋友，也安抚我自己。 宁安

●分析 家长怎么做？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
社会，每个人，不论大人还是孩
子，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信
息。这是信息化社会的一个福

利，能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便

捷高效。但如何鉴别信息的优劣、真假
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小学
的孩子年龄尚小，人生阅历浅，对人和事
很容易抱有信任感和好奇心，一旦遇到
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很容易受
骗上当。所以教会孩子如何智慧地感
知、识别信息的真假，如何应对这类负性
事件并很好地保护好自己，是每位父母
都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妈妈的倾诉中，我们能够很清晰
地感觉到作为母亲心中的焦虑和恐惧。
其实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去应对这个问
题，其背后的初心都是为了更好保护自
己的孩子，让他们免受更多的伤害，这是
全天下母亲的共同心愿。但也许在具体
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家长可以让
自己变得更加灵活一些。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需要
在第一时间关注并安抚孩子的情绪。

试想一下，当孩子满怀信任和期待
把自己攒下来的钱汇出去的时候，他会
是怎样的心情？当孩子发现自己受骗，
并且蒙受很大损失的时候，他又会是怎
样的心情？这种情感上的巨大落差可
能会让孩子产生愤怒、害怕、自责、困
惑等等负面而又复杂的情绪，急需父
母的安抚。所以如果此时父母的情绪
是稳定的、开放的，就可以第一时间
关注到孩子的状态，并把稳定的力量
传递给孩子，这样孩子也能够快速稳
定下来。正所谓“慌而不乱、静而生
慧”。看似很糟糕的事件，反而给了
孩子一次很好的观摩、学习如何调整情
绪的机会，这是父母送给孩子的一份珍
贵的礼物。

其次，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的不仅
是阳光雨露，偶尔也需要经受一些暴风
雨的洗礼。

孩子也是社会人，如何更好地融入
社会是他们成长的目标之一，父母不可

能永远把他们保护在温室当中。犯错是
孩子的特权，他们努力地想要了解、探究
这个社会，不断在试错中完成自己生命
经验的积累。对孩子而言，只有经历过
错误和失败，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到什么
是正确和成功。所以父母没有必要刻意
回避、逃避跟孩子谈论这些所谓的过失，
要相信孩子的心理韧性，让他们感知到
父母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他们就能生出
无限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自己的过失，
应对自己的过失。而这也是责任感培养
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父母可以多听听孩子的意
见和想法，协助孩子更好地应对这个
问题。

“祸”是孩子闯出来的，当然需要孩
子参与到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当中。比如
可以坦诚地向孩子询问要不要报警？听
听孩子的意见和想法；全家一起坐下来
讨论一下对于游戏、零花钱使用和积攒
的新规则，帮孩子建立更加科学的金钱
观和支配金钱的能力；带孩子学习了解
如何保护自己，识别“坏人”的方法；鼓
励孩子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有机
会可以帮助身边的小伙伴增强防护意
识，避免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等等。
万事无绝对，只要孩子是安全的，任何
看似糟糕的事件背后也许就蕴藏着许多
可以让孩子引以为鉴的经验和知识。换
个视角、灵活应对，会发现孩子身上更多
的可能性。

社会是一本复杂的百科全书，什么
人都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即使是孩
子也避无可避。在遭遇负性事件的时
候，父母需要学会尽快平复好自己的情
绪，不让自己的负面情绪迁怒到孩子，并
把自己对孩子的关心和爱以积极正向的
方式表达、传递给孩子，帮助孩子勇敢、
积极、健康成长。

南京市中华中学心理老师 张雯

好朋友的孩子因为想得
到游戏道具，把微信账户和
密码全告诉了陌生人，结果
微信账户被封了，报警后，她
和孩子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而自己的孩子因为追星，也
曾遭遇手机诈骗……心理聊
吧收到了这样一封求助信。
如何在遇到负性事情后与孩
子沟通手机使用问题，教他
们学会自我保护？心理老师
对此做出了分析与建议。

心理 吧聊
栏目主持人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王睿
邮箱：486274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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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社交平台上，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实
名账号发布了一条道歉声明并长期置顶。

发布声明的是著名天文馆的副研究
员，出版过多部天文研究著作，创立了户
外观星组织并任队长，常年带领天文爱好
者在各地观赏美景和星空。

“大约从2013年至今，我在若干次户
外观星及其他活动中，对大约5位女性（这
是我努力回忆的结果，不排除还有实在想
不起来的）进行了性骚扰。”声明中这样写
道，“我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以为受害者
可能会认为是无意的触碰，或者因为软弱
而不敢发声……”

为什么受害者会认为是“无意的触
碰”？又为什么会“因为软弱而不敢发
声？”很可能与一个心理学效应有关。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是指人们
在交往认知中，对方的某个特别突出的特
点、品质会掩盖人们对对方的其他品质和特
点的正确了解。美国心理学家H.凯利等人
在印象形成实验中证实了这一效应的存在。

有一次我因足底筋膜痛去医院就诊，
是家熟悉的正规医院。按挂号处指引去
了某科室。当时诊室里有两三位医生，有
男有女。一位年轻男医生接诊，询问我的
病症，我坐在椅子上正对他讲述病情，忽
听身后冒出个男人的声音。

“你屁股坏了。”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只手从后面伸

过来，直接扣在我的尾椎骨处，狠狠地按
压，我又疼又惊，差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

但那只手死死按着我的尾骨，并在附近位
置反复挪动，看上去是在为我做检查。

我忍着疼回头看，是个穿白大褂的男医
生，比诊室其他几位医生年长，说话举止流
露出权威。那一刻我虽然心里不愉快，但第
一反应默认了他的举动是在为我做检查。

“我只是足底筋膜痛，”我客气地对他
解释，“那里本来不疼，是按疼了。”

“足底痛不代表只是足底有问题，你
尾巴骨都变形了，一摸就不对……”

他不容我置疑地一边说，手继续在我
尾椎骨附近的臀部反复按压，我悄悄看旁
边几位年轻医生，他们都在场看着这一
幕，没人说话。

我只得再次告诉他，我的尾骨并无任
何不适。

“你没感觉不代表没问题，”他说，“你
这里肯定摔过。”

我被他的权威态度镇住了，但还是告
诉他，我确实没摔过尾骨。

“那就是小时候摔坏了。”说完，他没
再做别的结论，转身走开了。

我有些蒙，小声问面前的年轻男医
生：“这是你们主任？”

年轻男医生点点头，然后给我开了X
光的检查单，让我拍片检查足底。我下楼
交费拍片，结果出来，骨头没问题，回诊室
将X光片交给年轻男医生，于是男医生给
我开封闭针的注射针剂。

这时那位主任突然又走过来，问：“你
是不是剖腹产？”

我一愣，立刻回答：“不是。”
还没来得及反应他为什么问这样的问

题，他的手忽然又伸到我的腹部一通按压。
“不是剖腹产？”他一边按压一边怀疑

地追问。
我态度坚决地回答：“不是。”
他这才缩回手，又一次不留任何结

论，转身走开了。
我忍不住问正给我开注射药方的年

轻男医生：“他为什么要这么问？难道他
看出来我病入膏肓？”

年轻男医生笑笑，没回答我的问题。之
后我交费取药，再回诊室打针。为方便足底
注射，年轻男医生让我俯卧在病床上。注射
过程中，主任又一次不请自来。这次他仍是
毫无预警地动手按压了我的后背区域。

“肌肉太紧张。”他说，然后又一次走开。
那次治疗后，足底筋膜痛逐渐消失，

但治疗中产生的困惑仍在。一天和家人
闲聊，说起小时候的经历，我忽然想起一
件陈年旧事。

大概八九岁时，有人在两棵树间用绳
子做了个简易秋千，我坐在秋千上玩，一个
胖姑娘想玩又不敢玩，坐在我身上，两人一
起荡。绳子断了，我跌了个四脚朝天，被胖
姑娘牢牢坐在屁股下，好几分钟才喘过气。

“会不会是那次把尾巴骨摔坏了，而
我一直不知道？”隐隐觉得，如果能证实这
一点，那次就诊中的困惑就能解开。

在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个光环，以及
光环悄悄投下的暗影。

光环的暗影

冯华 青年作家、影
视编剧。擅写推理小
说，作品横跨小说、电
影、电视等多个领域。
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
理事、江苏省电影家协
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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