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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指的是我们通过努力地回想，还是可以想起来的部分

事情。前意识层面，其功能为对意识收集的信息进行整

合、识别、界定及判断，经过对潜意识信息读取，采取

对 外 投 射 或 拒 绝 投 射 的 决 策 ， 由 于 基 因 及 成 长 环 境 塑

造，具有一定系统化特征。[4]潜意识虽然深层于内心，被

压抑和排斥在意识的下面，但是它的能量巨大，平时不

为人知，表现有梦、绘画、口误等。

心理防御机制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种重要的心理现

象，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防御的作用是在潜意识层面进

行的，是人所意识不到的一种对现实的歪曲。防御机制

的主要表现是压抑。压抑就是把那些不为道德所容忍，具

有威胁性的欲望、知觉或恐惧禁锢于无意识之中，不使出

现于意识。有时压抑会使身体的某一部分功能紊乱。压抑

机制还会引起其他的身体失调，如气喘、溃疡等。

大多数看似无心的行为和思想，都是潜意识作用的

结果。潜意识几乎支配着个体全部的思想和行为，潜意

识的影响巨大，虽然平时感觉不到。潜意识经常是使人

生病、感情困扰、行为异常等等方面的根源。要解决一

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问题，首先要读懂这些问题背后的

潜意识，然后将潜意识的问题提升到意识层面，通过一

系列心理疏导，改变认知，最终实现自我成长。

（二）重视原生家庭，透过现象看本质

原生家庭指一个人小时候生活的家庭，主要是父母

的家。原生家庭塑造人的个性和人格特征，影响人的思

维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生家庭的印

记开始自己的成长。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不利于子女健

康人格的形成。[5]大多数目前的问题，根源都不在当下，

而是原生家庭（父母的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幼时心

里没有得到满足，现在要加倍补偿。童年的心理创伤，

在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中最常浮现。个人特别在意或过

度受伤的“情绪过激”反应，通常与幼时的原生家庭产

生的“原生情结”密切相关。可以借着“原生情绪”被

触发的时机，做一次深刻而痛苦的心灵回溯，探索自己

在成长过程中曾发生的关键事件，学习用更成熟、更客

观、更全面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原生家庭。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就在无意识当中重复着父辈

的思考方式和为人处世模式，这就需要主动探索自己的

潜意识，从潜意识状态中解脱出来，主动探寻自己性格

形成的源头，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进行修正，

摆脱父母教养方式的不良影响，帮助自我建立更和谐的

关系，过上更好的生活。

（三）正视问题，家校共育助力学生成长

通 过 这 个 案 例 ， 可 以 看 到 家 庭 早 期 教 育 对 一 个 人

的成长非常重要。所以，应该在学生入学时，请父母填

写一份家庭教养方式的调查表。了解家长的职业、受教

育水平、父母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学生成长中的重要

事件、学生童年期主要养育人、亲子关系、学生心理状

况、学生身体状况等。这样就可以快速地与需要关注的

学生建立连结，同时与需与家长更快地建立有效联系，

家校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每个人在心智成熟的旅程中都要经历一系列艰难乃

至痛苦的转变，才能在心灵上实现成长。每个人不管原生

家庭如何，不管父母如何对待，都要把看待问题的境界提

高。原生家庭只能影响个体的过去，决定不了未来。真正

重要的是，要学会与父母和解，勇敢地活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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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在心智成熟的旅程中都要经历一系列艰难乃至痛苦的转变，才能
在心灵上实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