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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前面几位高中生“理直气
壮”地说自己因为累了，让家长帮
忙请假的情况，现实中也不乏孩子
因为想请假找一些理由，试图“蒙
混过关”。

张先生跟记者分享了他女儿
关于肚子痛与请假的故事。张先生
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在之前
的两年时间里，小张同学隔一段时
间就会跟父母说自己肚子痛，需要
请假休息一下。

“我印象中，之前有过两三次
了，她一说自己肚子痛，她妈妈就
会给她请假，观察半天、一天发现
没什么事了，再去上学。上个学期
吧，有一次因为她妈妈有事，女儿
跟我说肚子痛，想请一天假。我有
点把不准孩子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还是说她有其他想法，于是我就带
她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B超、抽血，该做的
检查都做了一遍。“抽血的时候，我
看她脸色有点不自然，但还是抽

了，结果医生诊断没什么问题，让
回家休息一下就好。”

这一通折腾，加上路上来回，
就差不多花了半天时间。回家以
后，张先生和女儿聊了聊。“我告诉
她，关于身体健康与否的问题，一
定要对家长说实话，这样爸爸妈妈
才能判断究竟要不要去医院检查。
否则的话，对大家都不好。然后我
又问她，想要请假的因素里面，肚
子痛究竟占了多大的比重。女儿看
了看我，比了个‘二’的手势，还低
声说痛一下就不痛了。我就明白
了，小姑娘应该是稍微有点肚子
痛，这个在生长发育中估计也是正
常现象。只不过因为以前妈妈都帮
她请假了，所以她稍微有点肚子痛
的时候，就会提请假的要求。”

张先生说，这之后，女儿没有
再说过肚子痛要请假了。“不过我
也跟她说了，如果真的身体不舒
服，还是要说的，该请假的时候也
是要请的。”张先生笑笑说。

这个短视频被网友誉为“家庭
教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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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困惑
孩子说累了想请假
怎么处理？

胡先生告诉记者，上高一
的女儿期中考试结束后周末回
家，表达了请假意愿：“老爸，最
近太累了，帮我给老师请个假
吧，就说这周日的晚自习我身
体不舒服，不去了，周一早上再
返校，拜托你了。”

其实，考试前，胡先生的女
儿就已经表达了类似的情绪，
学习有点累，考完试想放松一
下。“上个月月考结束后，班上
就有多个同学没有来上夜自
习，我等期中考结束也要请
假。”小胡同学曾这样表态。

虽然胡先生内心有些不满
女儿的行为，觉得她好样不学
学坏样，但女儿平时还算听话，
没有过多诉求，难得提一次要
求，他担心不帮她请假会引起
逆反。

“青春期的孩子逆反心理
比较重，我怕我不同意会引起
她更大的反弹。”最终，胡先生
帮女儿向班主任请了一次假，
但他内心还是有点担心。

李女士曾经遇到过类似的
场景。“那是去年，我儿子高二，
表达了类似的诉求。我觉得孩
子提出这个要求，他肯定前后
想过很久了，于是我爽快地同
意了。”在向班主任告假的同
时，李女士也向儿子提出了要
求，这种“无理由请假”一学期
只能发生一次，绝不能有第二
次。另外，居家期间，还是要正
常作息，安排时间进行学习。

在李女士看来，是人就会
觉得累，就会有情绪，当孩子说
因为累了想请假的时候，家长
要了解其动机，如果孩子只是
想休息一下，可以适当理解；但
是如果以这个作为借口想要逃
避，家长应该好好地沟通处理。

不过，也确实有一些家长
因此和孩子发生争吵的，结果
往往是——或者孩子带着情绪
气哄哄返校，或者父母选择妥
协。

巧的是，最近网上有一个同样
题材的短视频挺火，被网友称之为

“家庭教育的典范”。短视频的内容
是这样的：

女儿：老爸，返校前想请假两
天，帮我撒个谎？

父亲：你是要一戳就破的，还
是滴水不漏的？

女儿：当然要滴水不漏的。
于是，这位父亲召集全家开了

一个家庭会议，确保撒谎请假这个
事情无懈可击。先是要求妈妈拍一
张女儿卧病在床的照片并发朋友
圈，配文突出母亲的无助和焦虑，
同时下楼买药，力求有据可查；然
后要求奶奶在和亲戚朋友打电话
时缩短聊天时间，有意无意地透露
要给生病孙女做饭、喂药，并稍稍表
达一点“孩子生病了，父母不管”之
类的吐槽，力图真实。这位爸爸还梳
理出了朋友和亲戚圈里的“重点人
物”，做成人物关系图，这些人有的
喜欢刨根问底，有的懂点药理知识，
有的和学校老师关系紧密，在给女
儿请假这件事情上，需要确保相关
消息传递给相关的重点人物。

看到全家人都有了任务，这位
女儿激动地表示：“老爸老爸，我
呢？你也给我安排点任务呗。”“你
的任务就是装病这两天，上交手
机，避免在各类社交软件和游戏上

出现登录的情况。”爸爸一本正经
地说。

结果，女儿愣了一下，然后说：
“撒谎不好，我不请假了，不请假了！
还是正常返校吧。”说着人跑了。

视频戛然而止，却让人忍俊不
禁，为这位父亲的机智点赞。

期中考后
孩子说累了

想请假
家长怎么办

B 网上案例
被称为“家庭教育的典范”

C真实故事
女儿说肚子痛想请假，爸爸带她去了医院

D 老师支招
在共情基础上
实现替代性满足

宁波市正始中学心理教师
赖婷婷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家长确实很容易遇到这种
情况。

对孩子提出请假的诉求，
家长往往比较着急，常见的反
应一般有三种：孩子是惦记着
在家玩手机吧？孩子提出要求
了，虽然心里不愿意，担心会变
成习惯，但还是先答应下来再
说，以免引发青春期冲突；孩子
说压力大想请假，赶紧接回来，
回家后家里人轮番劝孩子，“你
压力不要这么大”“你要放轻
松”之类，在孩子看来这些话比
较空洞、无力。

赖老师说，以上三种家长
的反应，其实都没有真正从孩
子的角度去考虑应对的办法。
家长应该是孩子青春期的保护
伞、情绪树洞。

当孩子提出请假的诉求
时，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此之
前，孩子在校人际交往怎么样？
学习上是不是遇到了困难？睡
眠是否受到了影响？如果孩子
之前没有表达过，那么我们可
以把请假当成是一个亲子沟通
的契机，通过和孩子聊，和班主
任聊，多方面了解孩子当前的
状态。

一般来说，孩子提出请假
或想回家，是想暂时回避让
TA 感到不适的环境，通过自
己的调整让自己恢复过来。这
时，家长的耐心倾听，不做任
何评价、冷静自持的态度，往
往能让孩子感到安全与放松。
在建立共情理解关系的基础
上，再与孩子商量“可以替代
请假来缓解这些情绪的办
法”，这是我们在心理学上所
说的“替代性满足”，让孩子在
这个过程中逐渐在与现实的
妥协中学会寻求满足自我需
求的更多解决途径。

不过，赖老师说，如果孩子
在前面已经向父母反复多次提
出“我要回家”“我想请假”的诉
求，并且在人际关系或者学习
方面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就不
是单单一个请假的问题，“这个
时候，我们要格外注意，建议家
长可以进一步找老师或者专业
人士商量一下，不要过于武断
地同意或拒绝孩子请假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