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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幼儿园与学校总是不合群，总交不到朋友，也不愿意参加
集体活动，这种状态需要改变吗？孩子不合群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起来
听听专家和家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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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 私企员工 女儿10岁 “合群”不是刻意迎合，而是要提升自身
邰邰怡怡明明 绘绘图图

梁先生 创业者 儿子13岁 给予孩子一定的“不合群自由”

创造条件促进交往，引导孩子学会与同伴相处

顾女士 公司职员 儿子8岁 找到孩子“独”的原因“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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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性”， 心理学定义是指个体
主动敞开自我、 自觉带入集体的心理
倾向和行为特征， 它直接影响个人的
幸福实现程度、 能力发挥程度以及在
社会层面所能获得的成功程度。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说，不合群的
孩子社会性发展较差，群体性弱，长大
后有的很难适应社会，有的难以与同事
友好相处， 难以得到他人谅解和友情，
严重者甚至形成孤僻、怯懦、抑郁的不
良人格。 合群与否的问题，往往出现得
很早，甚至在孩子一两岁时就会呈现。

判断孩子是否合群， 最简单的方
法是看其是否喜欢与他人一起玩， 并
且能与他人和平共处。 影响孩子是否
合群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归纳为个体
因素、 家庭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

个体因素包括有的孩子性格内向、
怕生， 敏感性高， 在人际交往中可能
会显得内向、 腼腆、 慢熟； 有的孩子
在游戏中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与他人
产生摩擦与冲突； 极个别孩子存在生

理或智力发育迟缓等问题。
家庭因素主要是由于家长不良的

教养方式， 比如陪伴时间不足， 与孩
子进行高效互动的时间少， 导致孩子
更黏着家长， 对分离产生焦虑， 缺乏
安全感， 不愿意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又比如有的家长对孩子过于控制， 担
心孩子把屋子弄乱弄脏， 不让孩子带
同学到家里玩 ； 担心孩子出现闪失 ，
不让孩子出门。 还有一些家长过于放
纵或忽视， 孩子们在一起玩， 发生摩
擦是难免的 ， 有些孩子可能爱捣乱 、
爱哭闹、 爱逞能、 爱骂人， 同龄儿童
不欢迎其加入游戏。 所以， 家长需要
培养教育敏感性， 抓住机会适度引导。

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城市生活等情
况， 比如现在的孩子都住楼房， 少有
邻里之间的交流， 同单元也很少有同
龄孩子； 一些孩子由祖辈来带， 缺少
与同伴交流的经验。

那如何应对孩子的不合群？ 首先
要了解合群心理 。 不同于身体发育 ，

心理发育不能在外观上清晰可见， 也
不一定与身体发育的速度相符， 更需
要家长用心观察 ， 耐心理解和引导 ，
而不要主观臆断地给孩子贴上 “不合
群” 的标签。 相关的知识越丰富， 家
长越能清晰了解孩子的心理发育到什
么阶段， 避免不必要的担心。

其次，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家
长应先根据孩子的情况排除病理性或
先天性因素， 譬如自闭症、 语言障碍，
然后根据孩子的自身性格特点进行针
对性教育。 家长应放慢脚步， 不要强
迫孩子马上融入他人， 而是多给一些
时间， 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支持感，
最好以身作则， 让孩子体会到与别人
交往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第三 ， 创造条件促进同伴交往 。
家长可以多鼓励孩子与同龄人交往 ，
在他们与同龄人互动时， 放手让孩子
做自己，成为安静的守护者。 即使孩子
们出现争吵、哭闹等状况，也尽可能让
他们自己处理，减少干预，从而培养孩

子的社交能力。 此外，可以鼓励孩子广
交朋友，不局限于邻居、亲戚家的孩子，
而是与各种类型的同伴交往。还可以鼓
励孩子邀请同学和朋友来家里做客，并
热情招待孩子的客人，鼓励孩子把自己
的糖果、书籍、玩具等与伙伴分享。

培养孩子的合群性是一个到成年
期都十分关键的问题， 需要家长持续
关注， 让孩子获得心理的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任洁 张晶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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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 我不想用铅笔盒了， 能
给我买一个笔袋吗？” “能不能从网上
下单买盒水晶泥？” ……自从女儿上了
小学三年级后， 对我提出的要求越来
越多。 我在家长交流群中询问才得知，
最近孩子班上流行用这些小玩意。 我
恍然大悟： 原来孩子是在努力融入群
体， 避免自己 “不合群”。

人类有社交需求， 儿童也不例外。
对小孩来说 ， 社交门槛 比 大 人 要 低
很多 ， 一张彩纸 、 一块橡皮都能夯
实小友谊。 对女儿这方面的需求 ， 只
要不是过分攀比 ， 我一般会给予支
持， 毕竟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很
重要 。 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 他们对
友谊的认知进一步加深， 不是简单的

物质交换就能维持。 作为过来人， 我
给女儿的建议是想 要 让 自 己 “ 合
群 ” ， 不 被 孤 立 ， 更 好 的 方法是树
立威信与形象， 比如言出必行、 与人
为善 、 敢于担当等 ， 努力提升自己 ，
让别人认为你是一个诚实可靠并且有
能力的人 。 这 样 每 当 有 需 要 集 体
共 同 完 成 的 任 务 出 现 时 ， 大 家 会

自然而然地想起你 ， 这种威信与担
当不是主动迎合别人就能实现的。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带孩子
多经历、 多体验。 同时， 要以身作则，
帮孩子形成正确的三观， 正所谓 “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 当一个人为人真诚
笃实， 自然就能吸引来伙伴， 成为一
个 “合群” 的人。

我认为在成长的过程中， 家长一
定不要刻意改变孩子性格， 不合群就
不合群， 只要身体健康， 没有心理疾
病， 就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们什
么都不做， 作为家长是很重要的引导
人， 只要你按照孩子的天性耐心地陪
孩子成长， 就不用太过焦虑。

记得我家儿子三四岁左右的时候，

我和妈妈带他去小区广场玩， 很多跟
他差不多的男孩子都在一起玩捉迷藏、
蹦蹦跳跳的， 我家孩子就站在旁边看，
偶尔也跟着跑跑， 但始终处于旁观者
的状态。 一个跟我们熟识的奶奶就过
来鼓励我家儿子说： “去吧， 跟他们
一起玩。” 儿子就赶紧跑回到了妈妈的
身边……或许这时候很多家长就开始

贴标签了“这孩子不合群”，并因此而焦
虑。其实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段时
间，可能孩子还没有准备好要加入。 所
以， 当时我们就没有逼着孩子加入游
戏，要不要加入，可以让孩子自己决定。

随着孩子的长大， 我和孩子妈妈
也带着孩子到处旅游。 此外， 我们还
带着孩子逛商场、 菜市场， 周末去爬

山等等。 通过扩大孩子的交际圈， 来
让孩子认知社会， 孩子慢慢就学会了
为人处世的方式。 后来， 孩子去菜市
场买菜时， 还学会讨价还价了。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
把各种方法输入给孩子后， 孩子会慢
慢完成自己的成长， 逼孩子改变或许
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家孩子从小性格就安静， 不喜
欢出去玩。 我们以为等他上学后接触
的同龄人多了 ， 这种习惯就会改变 ，
现在这样大人很省心， 所以一直没有
刻意关注。

没想到孩子上一年级后依然如此，
在班里不合群， 几乎交不到朋友， 甚
至同学一和他的想法相左他就发脾气。

老师委婉地表示孩子的性格会影响日
后发展， 建议我们帮着孩子改善， 我
这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经过耐心和孩子交流以及仔细观察，
我发现儿子“独”，是因为所住小区的孩子
少，他从小接触的伙伴太少，只能自己玩，
久而久之就习惯在家呆着，上学后心态
也没调整过来，因此不适应集体生活。

于是， 我开始给他讲述集体生活
的美好， 用说故事、 看童书等内容引
导他， 一点点改变他对集体生活的抵
触。 然后， 我还主动联系几个聊得来
的家长， 请求她们周末组织活动时带
上我们， 对方痛快地答应了。 带儿子
去了几次郊区烧烤、 露营后， 孩子爱
玩的天性让他和小伙伴自然而然地玩

到了一起，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冷”。 逐
渐地， 他和两三个同学结成对子， 回
家后经常和我们聊相处趣事， 我则适
时表扬， 并鼓励他邀请小伙伴来家玩。

几个月后， 儿子的不合群问题有
了明显改变， 笑容多了， 和同学出现
意见不一致时， 也学会听取对方意见，
不再动辄发脾气了。

孩孩子子不不合合群群，，
需需要要改改变变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