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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一直听父母的话， 在学校一直听老师的话， 是许多家长
评价好孩子的标准之一。 让孩子变得 “听话” 真的是一个正确的教
育目标吗？ “乖孩子” 的背后会存在什么样的心理隐患？ 一旦 “乖
孩子” 出现逆反怎么办？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观点吧。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听到家长
和老师要求 “好好听话 ” “做乖孩
子 ”。 孩子无条件顺从自己的命令 ，
家长会很满意， 自认是教育有方。 有
时还向他人炫耀 “我家孩子从来不敢
顶嘴 ” “我家孩子可乖了 ”； 当孩子
偶尔有点小脾气时 ， 家长就会指责
“为什么你这么不听话 ” 。 实际上 ，
“乖孩子” 会遇到不少心理困境 ， 家
长要引起重视。

首先， “乖” 孩子可能会有 “迟
来的” 叛逆。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想法， 这是与生俱来的， 孩子一天天
长大， 想法越来越多， 有的可能与家
长不一致。 当两者发生冲突时， 家长
一味压制， 让孩子一味服从， 会埋下
叛逆的种子。

孩子小时候胆子小， 对家长的话
不敢违背， 但随着年龄增长、 阅历增
加、 思想提升， 他们摸清家长的 “底
牌”， 胆子渐渐大起来 ， 做事情有了

自己的主见， 家长的话就不听了， 以
此对抗家长的权威 ， 彰显自己已经
“长大”。 有调查显示， 小时候家长管
得越严， 孩子越听话， 青春期时就越
叛逆， 甚至走向家长期待的反面， 许
多的时候， 其转化成攻击性后家长才
后悔莫及。

其次， 孩子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
负面情绪。 所谓的 “坏” 孩子面对大
人批评时， 心里早早防御， 左耳朵进
右耳朵出， 很少因为他人责难伤心到
自责。 只有乖孩子才会在被责骂后选
择自我批评和自我惩罚， 过于重视他
人的评价， 容易过于敏感而自我内耗。
习惯性成为别人眼中的 “乖孩子”， 容
易忽视自己的情感需求， 抑郁于他人
的负面评价， 焦虑于无法获得他人的
积极评价。

顺从或服从权威， 牺牲自己的个
人主见， 以迎合大人， 从进化角度来
讲具有一定的适应价值， 但是为了获

得他人接纳而丧失自我， 必然导致个
体人格发展的扭曲和心理健康受损。

第三， 孩子习惯性委屈自己， 容
易形成讨好型人格。 在 “听话” 教育
下成长的孩子容易缺乏力量感， 可能
很乖巧， 教育起来得心应手， 培养成
本更低， 教育效果也更明显， 投入和
产出的性价比高， 让大人在孩子教育
上更有成就感、 获得感。 但个体在追
求成功的过程中更多依赖于他人或团
体的决定和判断， 容易导致 “讨好型
人格”。

“乖孩子” 可能会不敢自我表现
和争取机会， 在有父母提供爱与物质
的年纪， 尚可获得老师和家长的奖励
与偏爱，但到了需要独当一面、需要竞
争、需要鼓起勇气反抗时，孩子早已缺
失心理力量，担心这么做他人会不喜欢
自己， 容易成全他人而委屈自己。

第四 ， “乖巧 ” 容易磨灭个性 ，
失去选择能动性和创造力。 家长习惯

用 “听话” 的标尺约束孩子， 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驱动孩子规矩学习和做人，
但规范孩子听话的另一面是独立、 挑
战和批判精神的缺失， 导致内在的创
新激情和动力被压制。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愈加期待
孩子有思想、 有个性、 敢创新， 不做
知识的 “搬运工”， 最终能成长为学习
的 “生产者”。

创新素养是孩子未来适应社会 、
改造社会的 “硬核” 力量， “乖孩子”
思想却限制了孩子的思维和想象。 将
听话奉为圭臬的孩子容易对成人产生
依赖， 不敢挑战权威， 总在模仿和重
复大人的行为， 会丢弃很多独立判断
和抉择的机遇。 潜意识里不敢也不会
批判， 只会被动接受知识灌输， 面对
权威和陈见也不敢质疑， 这样的思维
惯性既不利于个人产出创新成果， 又
难以打开发展局面。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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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味味听听话话的的““乖乖孩孩子子””
真真的的好好吗吗？？

牛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13岁

我女儿从小就很听话， 从小学二
年级起就一直担任班长， 老师对她的
评价是 “做事很稳 ”， 把一些班级事
务交给她很放心。 在家中女儿也是我
们的小棉袄 ， 除了数学不好有些偏
科， 其他方面基本都表现得很好， 我
们一直认为女儿是个懂事乖巧的孩
子。

今年女儿上初一了， 期末考试成
绩公布， 她的分数不太理想， 我在和

她沟通时， 她竟然说： “妈妈， 我不
想上学了！” 面对女儿突然的叛逆， 我
和孩子爸爸慌了神。 看着孩子一连几
天都情绪低落， 不愿交谈， 我们决定
带她出去旅游， 一方面让女儿散散心，
另一方面希望在轻松的氛围中和她进
行沟通。

在出游的路上， 女儿无意间说到，
上中学后她还想担任班长， 但是因为
自己数学不好， 在竞选中失败了， 这

让她感觉很沮丧。 那天回到家， 爸爸
因为她没有当选班长还说了她几句 。
说到这里 ， 女儿眼眶红红的 ， 原来 ，
在我们眼中 “听话乖巧” 的女儿心里
藏着这么多情绪。 我赶忙安慰她， 成
绩不好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 当不当
班长并不重要， 我们当时没有照顾你
的情绪， 是我们不对， 今后， 爸爸妈
妈会陪着你一起想办法提高成绩， 树
立信心。 女儿听后， 阴沉了好几天的

小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一个听话的孩子突然变得叛逆 ，

背后一定有具体的原因， 这个原因可
能在家长眼中只是小事一桩， 可在处
于青春期的孩子那里就是一件天大的
事。 身为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我们一
定要多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不要
认为孩子长大了、 省事了就放松， 找
到孩子 “叛逆” 的真正原因， 是更快
更有效帮助他们理顺情绪的方法。

不要忽视小情绪 它可能正是孩子叛逆的原因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王女士 办公室职员 女儿5岁

孩子上幼儿园了， 之前我一直觉
得孩子挺活泼开朗的， 上了幼儿园之
后慢慢地发现孩子有点 “弱势 ”， 跟
小朋友玩总是迁就别的小朋友， 玩具
也是小朋友要玩直接从我家孩子手中
拿走， 我家孩子也不生气， 一起玩的
时候还总是照顾对方的需求和情绪 ，
我在一旁看着， 心里就窝火， 咋我家

孩子没有一点主见呢？
回到家我问孩子， 小朋友拿走玩

具， 你乐意吗？ 孩子说： “不乐意”。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跟小朋友直接
说 ‘我还玩呢， 等我玩完了你再玩。’”
孩子说： “我怕他就不跟我玩了。” 说
实话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特别心
疼孩子， 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但

回头想想， 成人的世界中也经常遇到
这种事情 。 我平静下来 ， 告诉孩子 ：
既然是好朋友， 就要相互尊重， 你玩
完了之后他接着玩 ， 依然会很开心 ，
是好朋友。 如果必须他先玩， 那就不
是好朋友， 你需要重新找好朋友。

从这之后， 我就注意提醒孩子多
关注自己， 注意自己的情绪， 凡事可

以有自己的想法。 细想孩子这种不敢
表达自己想法的行为， 可能跟我的教
育观念有关， 日常生活中， 我总是说
她为什么总是不听话呢？ 上学也总是
叮嘱 “好好听老师的话”， 现在想想这
种观念可能有问题。 我就开始引起注
意了 ， 还有就是要多鼓励孩子说话 ，
多听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

要鼓励孩子大胆表达，允许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

“乖孩子”思想限制了孩子的思维和想象

范女士 教师 女儿16岁

我只有一个女儿， 一直对她有很
多期待和要求， 希望她能圆我上名校
的梦想。 女儿从小听话， 我说什么她
就做什么， 每天回家都乖乖学习， 我
很欣慰， 在家长中也很有面子。

她上高中后学习状态却起了变化：
经常发呆，做功课慢了很多，成绩下降，
已经退到班里中下游水平。 我找她多
次聊天后才知道，她的物理、 数学学得
很吃力， 老怕考砸让我失望， 造成心

理压力很大， 越努力越学不进去。
看着女儿懂事的样子我很难过，平

时我对学生会给各种鼓励，主张因材施
教，却忽视了孩子的兴趣与专长。 她明
明喜欢文科，我却逼着她选自己不擅长

也不喜欢的理科， 这其实不是对孩子
好。我告诉孩子，不要再委屈自己，就走
自己擅长的赛道，追逐自己的梦想，“妈
妈再也不给你施压了”。 女儿感动地抱
紧我哭了， 却是释然的泪水。

不要硬逼孩子走上其不擅长的赛道

北京市教育工会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 雷秀雅、符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