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如何何帮帮助助青青春春期期孩孩子子
完完成成心心理理发发展展任任务务

03

劳
动
者
周
末

家
教
园
地

2024年
4月13日
星期六

很多家长都说 “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难管”，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家长如何能够找到与青少年科学的交流方式？ 家长应该如何帮助青
春期的孩子完成心理发展任务， 以平安度过这个阶段？ 听听专家和
家长的建议吧……

12~18岁是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和
角色混乱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如果
把外在、 现实的自我和内心自我很好
地整合在一起， 孩子的心理发展就会
相对比较安全。 这个时候孩子外在的
现实自我和内在的自我容易有差异 ，
当矛盾性比较明显时， 孩子就会进入
角色混乱的状态。

这个时期的角色混乱还包括进入
青春期后孩子的性别角色也在快速发
展， 要给予密切关注。 在青春期的时
候 ， 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欣赏和关
爱， 不要以为孩子在青春期里幼稚的
想法代表他未来会去以这样的状态参
加社会工作， 这只是他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阶段， 孩子会在不断的成长中 ，
通过学校环境、 社会环境或者社交不
断修正， 纠正认知和价值观。 所以这
个时候如果家长没有给予孩子欣赏和
关爱， 而是否定他们， 孩子就会觉得
自己很失败。

在孩子12-18岁的时候 ， 如果他

们感觉到的只是父母的功利和冷漠 ，
比如要求孩子得考100分 ， 得考985、
211， 这样的要求会让孩子理解成父母
不顾及他的感受， 强加给他们功利性
的任务，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根本
就不在乎我”， 这时他们就会跟父母进
入一种相爱相杀的纠缠状态。

为什么同样处于青春期， 有的孩
子表现得更平稳、 积极乐观， 有的孩
子却有破坏性？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孩
子的内在想法是 “我是不是可以以我
的样子活在世界上， 还会被爸爸妈妈
欣赏和爱护”， 如果是， 就可以完成这
个阶段的任务去发展自己； 如果不是，
孩子既不敢离开家长， 也没有办法跟
家长好好在一起， 就会通过特别激烈
的家庭冲突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甚至
以更加极端、 偏激的方式去完成自我
塑造。 所以这个阶段家长不要那么功
利和冷漠， 要给孩子更多欣赏和关爱。

不论是哪个年龄段， 父母跟孩子
的沟通更多的是让孩子感受他的力量，

他的能力， 他的美好， 他的自由， 他
的被尊重， 父母要通过跟孩子的沟通
完成这些观念的传递。 因为孩子是通
过跟父母的沟通来完成 “我是谁 ” ，
“我以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个世界中” 等
自我认识。 如果爸爸妈妈过于着急的
批评、 否定或修正它， 很容易让孩子
产生 “我不够好， 我没那么聪明， 我
挺懒 ， 我不够懂事 ” 这种自我认识 。
当他对自己评价是消极的状态时， 他
再去面对挫折和挑战， 面对一道又一
道人生难题的时候， 他的心理力量就
是脆弱的。

当然很多家长说不能光夸孩子 ，
也不能总是沟通， 孩子出问题了我们
也要管。 管是一定要管的， 因为爱和
教育是父母的两大功能， 但是要注意
爱放在前面， 因为孩子一生下来， 他
对自己的信任 、 对爸爸妈妈的信任 ，
都是通过爱的沟通 、 互动去完成的 。
管是针对孩子的某些特定问题， 当孩
子需要被管理的时候， 家长首先要了

解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要怎
么解决？ 这个才是管理的思路。

沟通的过程是有技术的， 爱是一
种情感， 但是教育是一门艺术， 不是
说单纯有爱就能教育好， 家长要给孩
子更多理解， 根据孩子的发展节奏来
教育， 只要踩到点上， 就不会出太大
的问题。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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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女士 国企员工 女儿13岁

我的女儿今年13岁了，在我看来，
这正是人生中最美的年华， 只要好好
学习，其他什么都不用去管。 可是，女
儿却整天一副心事重 重 的 样子。

最近， 女儿上学时总爱在头发上
搞一些小花样， 我看到了但是没有说
破， 周末时， 我假装不经意地和她聊

到发型问题， 并夸她梳头发的技术越
来越好了。 女儿说， 她其实也不想这
么费劲梳头的， 但是最近班上流行这
样玩， 她只是不想让自己显得例外而
已。 听到女儿的话， 我想到了自己青
春期时的一些经历： 一方面， 自己很
想被老师和家长认可， 另一方面又不

想被同学疏远， 一件小事， 就能让我
烦恼很久， 我想女儿现在应该也处于
这个阶段。

将心比心， 如果在这个时期过度
干预孩子的生活， 只会引起孩子的反
感， 在我看来更好的办法是 “无为而
治 、 默默守护 ”， 让他们去和同伴相

处 ， 去比较 、 去借鉴同龄人的想法 ，
在碰撞中探索， 建立起自己的内心世
界。 当然， “无为而治” 并不是大撒
把， 家长要做好的有两件事， 一是把
底线告诉孩子， 哪些事情一定不要碰；
二是要让孩子明白， 家永远是他们的
港湾和避风港。

看破不说破，“默默守护”孩子度过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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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女士 银行客户经理 儿子16岁

我家曾经因为和孩子相处出现问
题闹得鸡飞狗跳， 原因就是孩子刚进
入青春期， 不知道为什么， 开始反抗
父母的权威了 ， 不让他做的他偏要
做， 还经常顶嘴， 把他爸爸气得揍了
他几回 。 打到最后 ， 儿子居然还了
手， 爷儿俩打得不可开交， 锅碗瓢盆
碎了一地。 虽然儿子后来被打倒了 ，
但是他不服气， 两人见面依然和斗鸡

一样脸红脖子粗， 这样情况下我焦虑
得都快抑郁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 我们两口子去
做了几次心理咨询， 咨询师给的建议
就是我们过于急躁， 与孩子缺乏有效
交流， 需要调整心态， 重新看待、 处
理和孩子的关系，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
的尊重和爱。

谁也不想家里氛围冷冰冰的， 家

庭氛围再不改变， 孩子真的和我们离
心离德了。 听了咨询师的话， 我们发
现过去对孩子的态度确实有不妥当的
地方， 特别是过于忽视他的感受， 青
春期的孩子已经有自己的观点和主
见， 应该把他当成大人一般对待。

于是我们开始改变和孩子的交流
方式 ， 不再用命令的口吻和他说话 ，
而是 “蹲下身” 来商量， 适当肯定他

的优点 ， 他犯错时我们会注意措辞 、
就事论事， 周末也尽量安排一些亲子
时光。

调整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儿子对
我们的态度有了明显好转， 不再经常
唱 “对台戏”， 也开始接受我们提的合
理建议， 虽然爷儿俩还不能像其他父
子那样亲密无间， 但关系比过去松弛
了很多， 希望以后能越来越好。

改变家庭氛围从父母调整育儿态度做起

家长要给青春期的孩子更多欣赏和关爱

谭女士 创业者 女儿15岁

我是一个二孩妈妈，老大男孩，老
二女孩，如今老大马上要考大学了，老
二也上初中了，比起老大的高三冲刺，
老二的青春期叛逆让我和老公操碎了
心。 女儿从小成绩一般，我也习惯了，
对她也不报太大的希望， 毕竟她哥哥
成绩还可以， 所以从小我们对女儿的
要求不高，也不给她太多压力，就这还
不行。 初中的女儿，早恋，玩游戏、迷恋

看电视……此外， 作为一个小女孩，对
生活中的各种事都不感兴趣，去哪玩无
所谓、吃什么随便，对学习更是不上心，
让她干家务活，甚至是整理自己的内务
都懒得不行，把她爸气得说：“怎么养出
这样一个孩子？ ”

说实话， 老大也是这么养的， 青
春期并没有像女儿这样， 怎么同样的
父母、 同样的孩子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目前， 我和她爸也是没有别的办
法。 只能希望孩子快点长大， 面对孩
子的各种叛逆， 我们也是一再降低底
线———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 保
持适当的距离。 现在信息发达， 经常
会看到青春期的孩子做傻事的新闻 ，
每当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跟老公就会
相互安慰 、 提醒 ， 注意保持情绪稳
定， 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找机会带孩子
运动，上个周末踏青、这个周末安排了
打羽毛球，通过运动让孩子的脑子休息
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相处时间。 现在
孩子的话越来越多了，在家的笑容也越
来越多了。 青春期的挑战，孩子真的不
是有意折腾， 我们家长需要学会承担，
希望每个孩子都平安健康度过这个阶
段，在迷茫中找到真实的自己 。

家长保持适当距离，找到与孩子相处的适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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