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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家庭教育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特别是青春期教育备受家长们关注，本期我们聚

焦一些青春期的具体表现。作为家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与孩子相处的三大秘籍，便能顺利让青

春期成为孩子成长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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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期成为孩子 
成长的黄金期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五小学科丰校区教师 乔豫。

第三个秘籍是找到与孩子相处的

“度”。心理学中有很多很厉害的倒

“U”曲线。让我们先来看看说服次数

与效果呈倒“U”曲线。这个图形的意

思是，说服的效果先随说服次数的增加

而上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随说服次数的

增加而下降。让我们想象一下，当你要求孩

子按照你的意思做某件事，你肯定要和孩

子反复说反复强调。刚开始，孩子可能做到

了，但是也会有偶尔做不到的时候，为了这

些“没做到”，你继续反复地强调，也可以

说成唠叨，结果孩子越来越不配合，甚至故

意和你对着干。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孩子不

听话不懂事，更不要为此对孩子横加指责。

这是人普遍的规律，成人和孩子都适用。仔

细回忆一下，当你的领导总是三天两头叨叨

你做什么事，你会不会感到抗拒呢？另一个

是动机与效率成倒“U”型曲线。这个图形

的意思是，动机适当地高，会促进人做事的

效率，但是动机过高，效率就会降低。所以

呢，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要抱着太强

的动机。比如作为家长，想督促孩子好好学

习，可以培养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如果有很

强的兴趣动机，孩子就会自觉地努力学习。

但是你要是和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啊，好

好学习才能考高分，才会有人喜欢你，才能

上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这可就不一

定能起到好的效果。这么多的动机，都会变

成孩子的压力。过大的压力会让孩子过度紧

张，从而降低效率。不论是对待自己，还是

对待孩子，都要掌握“适度”。那么怎么样才

叫适度呢？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家长们要

细心观察自己的孩子，多和孩子沟通，找到

孩子自己的“度”。

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作为家长可以怎

么做呢？只要掌握三大秘籍，便能顺利让

青春期成为孩子成长的黄金期。

第 一 个 秘 籍 是 学 会 与 孩 子 交 流 的

“法”。青春期的孩子经常使用自己的特殊

语言体系，家长可能读不懂。面对青春期

的孩子，家长要做到“亦师亦友”，学会用

正确的交流方式，成为孩子人生的导师，

让孩子信赖。让我们设想在这样的一个场

景下，晚餐时，妈妈精心为孩子准备了一道

他最喜欢吃的菜，跟孩子说：“今天妈妈特

意给你做了一道你最喜欢吃的菜。”孩子看

到后，十分欣喜地说：“哇，太棒了！”妈妈

紧接着说道：“你可要对得起这道菜啊，下

次考试……”没等妈妈说完，想必孩子一下

子就没了胃口，干脆连饭都不吃了，沮丧地

边说边离开了饭桌：“我不吃了，我去做功

课！”再比如，一天晚上，妈妈来到孩子的

书桌前，温柔地对孩子说:“今天咱俩谈谈

心，好吗？”孩子本来还颇有兴致地十分期

待：“好哇！好久没有和您谈心了。”此时妈

妈又说：“听说王阿姨的女儿这次数学考

了年级第一……”听到这里，孩子的心情不

再美好，只能失落地拒绝了继续交流：“那

您认她做女儿吧！”生活中，不经意间，亲

子间的小船常常说翻就翻。青春期的孩子

虽然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提升，但青春期往往

被过度妖魔化，把它看作犹如洪水猛兽，夸

大了青春期的“负面形象”，使家长焦虑担

忧，设卡防范。

家长在与孩子 交流 的 时候，只 要 注

意方式方法，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交流意

愿，还能够拉近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可以在表达中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说出理解。著名作家郑渊洁曾

在采访中说过，他从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过

“你要听话”这样的语言，他认为把孩子往

听话里培养，那是非常不平等的。所以不妨

告诉孩子：“爸妈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听我们

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也不喜欢什么话都听

的孩子。”这样说，会很容易让孩子感受到父

母对自己的理解。

第二，说出标准。家长应该告诉孩子一

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他自己知道什么事

情可以执行，什么事情需要坚决反对，掌握

好这个度就可以了。这样做并不是不管孩

子，而是怎样合理地管的问题。综合来看，

对于青春期孩子不听话的问题，一定要辨

证地看，父母要做出正确的引导，在生活

规矩、行为道德上让孩子“听话”或遵守；

而对于一些无原则性的问题可以让孩子自

己做主。比如说穿什么衣服，看什么样的课

外书等。

第三，说出尊重。在很多问题上，父母

不要太武断，也不要替孩子做决策，而应

该问问孩子的意见。多用“你打算怎么做

呢？你打算什么时候做？”这样的方式与

孩子交流，这表示了家长对孩子的尊重。

在了解了孩子的想法后，如果有些部分不

正确，家长再以研究和探讨的语气与孩子

商量。比如可以这样说，“妈妈理解你的想

法，但妈妈来看一看这件事的可行性……”

说 完 之后再问问孩子：

“你觉得妈妈分析得有

道理吗？”以商量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即使商量失

败，但感情氛围会增强，有

利于以后问题的沟通。

第四，说出支持。青春期是

孩子形成主见的关键时期，小错肯

定难免，所以，家长应该允许孩子犯一点

错，不要过分束缚孩子的手脚。比如冬天

要不要穿秋裤的问题。家长觉得冷，需要

穿，而孩子觉得没有必要穿，那就遵照孩

子的意见。不穿的话要是感冒了，他自己

就 知道什么样的天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了。总之，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支持要比

压制好，商量要比命令好。另外，只要孩子

的想法合理，就要给予全力支持。

学会与孩子交流的“法”

成为指引孩子成长的“光”

找到与孩子相处的“度”

第二个秘籍是成为指引孩子成长的

“光”。生活中，有些父母虽然对孩子很严

格，但是对自己却很松懈。在孩子面前不

注意自己的言行，总是做一些不合理或者

不好的习惯，都会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坏的

榜样，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举止，对

孩子的成长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父

母长期的不良行为，会导致孩子

模仿这些不良习惯，也会导致

孩子对父母失去信心和尊重，疏远父母。在

孩子叛逆时期，家长应适时转变角色，改

变教育方式，避免错误的教育方法对孩子

的不良影响。父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

立对孩子的信任和尊重，这样才能相互容

忍和理解，父母和孩子之间就不会有特别

严重的冲突。

随着身体发育加快，青春期的到来，

孩子的思维也开始完善，开始思考自己，

思考未来与人生。同时，孩子也会面临很

多不解与困惑。此时，渴望独立的孩子本

能地开始摆脱这些困惑，于是，孩子有了

所谓的“叛逆”。叛逆使孩子开始寻找自

我，开始慢慢地知道我是谁，我会成为什么

样的人。如果孩子开始叛逆了，家长应该非

常高兴并且陪孩子一起寻找，让孩子真正

地建立起自我形象，找到“我是谁”这个

问题的答案。希望家长都可以直面青春期

教育，调制亲子关系秘方，成为家庭教育的

“魔法师”。

文/ 乔豫

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会在早晨起来后，在镜子前长

时间梳洗打扮，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穿着和发型。他

们的情绪极不稳定，爱发脾气，甚至会突然大吼大叫。

学习时却是经常走神发呆，跟他们讲话毫无回应。这时

的孩子只要一吃完饭，就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而且

不允许家长进去打扰。他们的书包的夹层里还会放着

与学习无关的物品，小纸条、小饰品或动漫书等，未经

允许翻他们的书包，会非常生气。他们越来越喜欢和同

学结伴外出，找你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理由都很正

当：买书，买文具，请同学吃小吃。对于上学、老师、班

级之类的字眼很无感，或特别回避。家务活基本不做，

对煮饭、拖地、整理房间毫无兴趣。不爱运动，也不参

与亲友的聚会，却喜欢一眼不眨地盯着手机屏幕。要是

你想问问他在学校的情况，他会用一句不用操心来应付

你。他与电脑的亲密程度远远胜过你，常在虚拟的游戏

世界里彻夜厮杀。他们手机不离手，各种社交软件的消

息连续不断。一些网络上的个性签名也越来越奇怪，天

堂、地狱、成魔、成仙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让你担心不

已，你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怕

你去开家长会，最忌讳你跟老师打电话。

青春期孩子的具体表现

青春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我

们按照级别分为：叛逆，特别是行为叛

逆，他们喜欢和父母对着干，这是青春期

的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随着个性情绪

的强化，孩子们会更加喜欢自己做决定，

而不是被父母支配。

自我，开始关注自己的隐私，不允

许父母随意进入自己的房间，看自己写

的日记，如 果你 的 孩子 开 始出 现 这 些

拒 绝 性 行为，那 么 家长 们 务必 要注 意

了，这是孩子发 送 给家长的信号，这说

明 孩 子 想 要自己 的 空 间，不 想 被 父母

窥视一切。

敏感，比如一天放学，孩子回到家

和你说，自己和同学发生了冲突，说是因

为被翻了作业本，别人嘲笑他。其实事情

不一定是孩子想的那样，可是在他的内

心，事情就是如此。此时的孩子很容易受

到周围事情的影响，这是“前青春期”孩

子的行为特征之一。

青春期现象的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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