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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叛逆少年 家长应接纳引导 少指责 少定性

曾有一部名为 !青涩日记 " 的电影 #

主角王曲曲面对跟情人育有女儿的父亲 $

沉迷麻将无所事事的母亲# 被推向了叛逆

和绝望的边缘% 没人知道他那张清秀忧郁

的面庞后隐藏着多少对爱的渴望# 所有人

看到的是他跟现实的对抗&&&沉迷网游 $

冷漠$ 自残''不少人讨厌他# 但谁又想

过# 父母在追求自己生活的过程中# 是

否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 青春期是

孩子认识世界以及了解$ 完善自我的

重要过程% 此时的孩子会思考 # 但

对很多事情似懂非懂% 特别是 )小

升初*# 离开相对封闭的小学# 家

长和老师的关心相对少了# 与社

会的接触增多# 多元环境会对孩

子已经构建起来的认识产生冲

击 % 加上正值身体二次发育 #

带动心理变化# 孩子容易否定

过去的认识# 进而和家长产

生对抗% 对抗中# 有时是孩

子的错# 有时是家长的错#

比如工作忙顾不上了解孩

子的思想变化$ 夫妻吵架

不顾及孩子的感受 $ 孩

子犯错不分青红皂白一顿

打骂等% 过多的委屈和埋怨交织在

一起# 孩子就会叛逆% 从心理上讲# 男孩

比女孩更坚强# 但这种坚强容易转化成更

严重的叛逆# 所以# 我们看到# 男孩 )坏*

起来往往比女孩更明显%

因

此# 孩子叛逆大

多

是

父

母 酿

成的 #

尤其是

两 种 家

庭环境最容易养出叛逆孩子% 其一#

单亲家庭% 俗话说 )四十不惑*# 人

在
!"

岁左右可能会对自己 $ 家庭 $

未来产生新的认识% 假如夫妻间达不

成一致# 就可能 )劳燕分飞*# 也就是

)中年危机*% 父母离婚会打破孩子对世

界的看法# 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叛逆的行

为# 他们尤其可能会用早恋来弥补爸妈给

不了的爱% 其二# 家庭暴力% 不少父母还

秉持传统的 )不打不成才 * 的教育方式 #

从不听取孩子的心声# 一味 )武力镇压*%

孩子内心想法得不到理解# 只能加重反抗

情绪%

专家建议# 家长同青春期子女交流应

把握三个原则% 首先# 叛逆期是每个孩子

都要经历的心理成长过程# 只是表现形式

和轻重不同而已% 既然不可避免# 就做好

应对准备# 而且家长应该为孩子没有错失

人生成长阶段而高兴 % 其次 # 正面引导 #

多与孩子耐心沟通# 不要一味指责$ 打骂%

最后# 多分析原因# 少定性# 更不要一棒

子打死% 家长面对叛逆行为# 要试着去理

解叛逆背后的原因# 并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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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装异服的
"非主流

#造型
!烟不离

手
$酒不离口的痞子举止

!小小年
纪就

"老公
%

$

"老婆
%叫着

&

&许多
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孩子

! 用这种
离经叛道的行为同整个世界对抗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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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的孩子绝
大多数都有叛逆表现

! 如顶撞家
长

$早恋
$打架等司空见惯

( 不过
!

很少有人能走进这些孩子的心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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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曹小姐就将父母屏蔽

在 )朋友圈* 外% 我在微信上晒

和朋友吃饭的照片# 妈妈马上发

信息问照片里的男生是谁+ 我发

了张穿灰色休闲装的照片# 妈妈

立马让我把照片删了 # 说显老 +

我写一条 )心太累* 的状态 # 爸

爸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她无奈地

说# 尽管父母没在身边# 但仍有

时刻被 )监视* 的感觉%

从手机短信到
**

# 再到随

时 )晒* 状态的微信# 科技让人

与人的联系更便捷# 也在两代人

之间引发争论% )从某种程度上

讲# 我非常理解子女屏蔽父母的

行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

年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娟研究员

对记者分析道# 这主要有两大原

因# 一是年轻人在 )朋友圈 * 里

展示的状态以同辈朋友关系为主#

而父母与子女之间是隔代关系 %

在中国# 绝大多数父母还做不到

与子女真正做朋友% 二是父母某

些过度反应让子女感觉被 )监

视 *% 试想 # 假如一个人心情不

好# 本想回家一个人静静# 可父

母长辈却一个劲问东问西# 无疑

是给恶劣情绪雪上加霜 % 其实 #

发心灵鸡汤也好# 为子女担忧紧

张也罢# 背后隐藏着父母对子女

剪不断的爱和关心# 子女也能理

解# 但这种方式可能让他们觉得

独立空间被 )侵蚀*%

李娟建议 # 想跟孩子在 )朋

友圈* 做朋友也不难% 第一 # 父

母要认识到孩子对独立空间的渴

求# 告别说教# 多站在朋友的立

场去沟通 % 第二 # 记住一句话 #

)担忧就是变相的诅咒*% 一味担

心$ 忧虑# 不仅不能为子女解压#

反而会增加压力% 熬夜加班 $ 吃

饭很晚$ 过得很累# 这是每一代

年轻人打拼中必须面对的困境 #

而且很可能只是偶尔的生活状态%

与其蜻蜓点水地唠叨# 不如多问

些实际问题# 比如问问孩子项目

谈得如何%

子女也一定要理解父母的良

苦用心# 不要吝啬与最关心你的

父母分享自己的苦与乐% 今年春

节期间# 一位小伙子就为父母自

制了一份 )微信说明书*# 手把手

教爸妈用微信与自己联系 % 如此

拳拳亲子情# 值得年轻人思考与

学习%

!据 % 生命时报 &"

微
信

亲
子
间
的
一
堵
墙

!

!

!

!

!

!调查显示
!近三成受访者拒绝父母加入

"朋友圈
#

!!!!!!

当年轻人热衷于在微信朋友圈里

)晒%吃穿住行时!生于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长辈们也开始活跃其中( 有不

少父母直言! 学会玩微信这种 )高科

技%! 就是希望多了解子女的动态!增

进交流(

然而!父辈这种渴望沟通的心态!

在子女那里似乎并不太受欢迎!)把父

母从朋友圈拉黑名单% 一度成为网络

热门话题( 近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

!+,

的参与者称父母正在用微信!

!(,

的人愿意父母加入自己的朋友圈!

&+,

的人则表示拒绝( 在拒绝理由中!

-!,

的人选择了)希望有隐私!不想一举一

动都被父母监视%*

&+,

的人表示)担心

父母看到自己身体不舒服或加班晚了

而紧张#*

%.,

的人则因为父母成天转

发心灵鸡汤和伪科学! 甚至强迫自己

看( 此前一项调查也发现!

!&/$,

的受

访者会屏蔽朋友圈中的好友! 其中领

导和父母成为除陌生人外被屏蔽的两

大对象(

)鲁甸地震
* 牵动每位国人的心

% 受害者中

有一个特殊群体
&

&

&失去子女的爸妈们
# 其中不

乏内心极为坚强者
# 尽管失去孩子

# 但他们没有

哭
$ 没有垮下

# 甚至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
# 继续

高强度工作
# 没有时间去看孩子最后一眼

% 他们

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值得称道
# 但人非草木

#

丧失亲人怎么可能没有负性情感反应呢
( 更何

况
# 他们失去的是花季孩子

% 从心理学角度看
#

这些坚强的行为是反常的
%一般说来

# 丧失亲人后的心理变化大致包括

休克期
$ 抑郁期

$ 恢复期三个阶段
# 这些父母的

坚强行为是休克期的表现
% 此时

# 丧失亲人者往

往会出现情感麻木
# 甚至否认亲人去世的事实

%

若不能顺利度过休克期
# 失亲之后的哀伤过程就

不能开始
# 不利于心理健康

% 孩子走了
# 伤心是

正常的
# 什么都做不了也是正常的

% 所有人都不

会因为你们什么都做不了而说你们脆弱
% 相反

#

这说明你们更加真实
%作为当事人

# 首先
# 要认识到自己正处在心

理危机状态
# 告诉自己

# 此时出现任何情绪反应

都是正常的
# 包括悲伤

$ 自责
$ 内疚

$ 恐惧
$ 无

助感
$ 无望感

% 要接受这些负性情绪
# 并能向关

系密切的人表达感受
% 心身是统一的

# 中国自古

就有
)怒伤肝

$ 喜伤心
$ 思伤脾

$ 恐伤肾
$ 忧伤

肺
* 之说

# 有不良情绪不宣泄
# 势必损害身体

%

不良情绪在心里越积越多
# 会引发心身疾病

# 甚

至抑郁症
% 其次

# 尽量保证正常作息
# 避免过度

哀伤引发次生伤害
# 比如因过度自责导致自杀

等
% 最后

# 有意识地与其他失子父母联合起来形

成互助团体
# 提供能在情感上相互支持的大环

境
%

失子父母的家人
$ 朋友或同事

# 要为其提供

具体的帮助
# 比如在需要的情况下帮助当事人保

证基本的生理需要
# 同时不要阻碍他们表达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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