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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鸡汤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

个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
西； 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
爱的东西。

人生有两大快乐： 一
个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
西， 于是可以寻求和创造；
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
东西， 于是可以去品味和
体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青少年的青春期是从儿童转换
成成人的心理与生理角色的过渡时
期 （从精神上脱离父母的心理 “断
乳” 期）， 心理走向独立意向及求
知欲强想摆脱父母管束， 情绪多变
不稳定。 尤其是女生， 因生理周期
的影响， 情绪更是阴晴难定， 时而
开心、 时而忧郁、 时而多愁善感，
难以捉摸。

青春期心理变化 5个阶段
1.异性疏远期： 期待同性间的

亲密， 不喜异性。 与异性接触会产
生难为情、 回避。

2.向往年长异性： 对性一知半
解的模糊期， 尤其成长中缺少父爱
或关注的女孩， 特别会对成年或年
长的异性产生依恋， 或对同性男性
特质强的年长女性产生好感。

3.异性渴望期： 情窦初开的全
面盛开季节， 开始喜欢异性、 想接
近异性 、 想引起异性对自己的注
意。

4.异性狂热期： 对异性有狂热
的占有欲； 建立 2 种不同的情感，
即纯友谊和追求初恋； 对感情不固
定、 不专一 ， 无法全面考虑面对的
困难。

5.浪漫爱情期： 可以理性把恋

爱与婚姻划清界限， 开始看清对方
的缺点 ， 认真思考彼此的未来目
标、 价值观、 共同点等等， 也开始
思考对方是否适合进入婚姻， 共同
努力创造彼此的家。

自觉已长大， 渴望独立
青春期的孩子身体已发育成

熟， 自觉自己已足够 “强大”， 而
实际上心理发育未成熟， 不足能力
去面对挫折， 故在身理与心理矛盾
中纠结。 对女生来说， 会变得内向
并自我怀疑、 愧疚或忧郁等情绪，
更多的是多愁善感， 也会迷惑寻找
人生定位与意义。 他们开始寻求同
龄人的支持及寻找共同感， 表现为
好面子， 自尊心强。 这阶段特别重
视同伴关系 ， 也容易受同伴影响
（寻找共同感）， 可能会做一些并非
自己意愿但同伴认同的事， 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 如追星、 逃学、 奇装
异服等等 。 这些行为并非父母认
同， 但却是他们象征 “长大独立”
的指标。

青春期不是急症， 需要耐心陪伴
青春期表现出来的不听话、 叛

逆等， 是成长激素分泌下所产生的
行为， 它也是让青少年更贴近自己
去了解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途径，

从而重整最棒的自己去面对成长。
家中有青春期的孩子， 父母得先调
整好自己的情绪， 用全新的目光去
认识熟悉又陌生的孩子。

此阶段， 作为父母， 应对孩子
给予充分信任， 多陪伴与支持， 参
与他们的活动， 成为孩子的引导者
而不是当指挥官， 并将孩子当成独
立个体， 平等对待。 给予孩子尊重
（尤其在她朋友面前） 的同时给孩
子适当自由空间和做决定的权力，
让孩子拥有自己的私隐权 （别私自
翻开孩子的脸书、 电话等）

青春期不是急症， 不能送急症
室马上就可获得舒缓解决， 它是一
段生命过程， 是转换成人的一段生
命锐变 。 在转换过程中 ， 需要父
母、 老师们的耐心陪伴引导， 必要
时伸手给予支持。

王小梅 （重庆）

邻居陈阿姨是位爱想事
的长辈， 连孙子写作文犯难
这件事她都要放在心里反复
琢磨。 近来， 她上小学二年
级的孙子得了感冒， 吃什么
都不香， 可把负责带孙的陈
阿姨急坏了。 “其实每天很
早就上床睡了 ， 但一躺下
去， 小孙子的这些事就不自
觉地在脑海里打转 。” 陈阿
姨说自己也知道想这么多事
是平添烦恼， 但就是控制不
住， 弄得自己睡不好， 还影
响到了老伴。

对不少老年朋友来说 ，
烦到睡不着是件常见事。 问
起原因， 都是爱想事、 对家
中大事小事处处操心惹的
祸。 心理专家指出， 老人之
所以会爱想事， 多是因为缺
乏安全感 。 随着年龄的增
长， 老人逐渐出现一些躯体
不适， 或亲情、 生活环境的
冷漠， 从而激发他们对死亡
的恐惧 ， 加大了不安全感 。
当这种操心的事一多， 甚至
超出其能力范围时， 往往会
导致老人陷入焦虑之中。

老年朋友要想从忧虑中
抽身 ， 需要适当 “放下 ” ，
做个糊涂的人。 所谓难得糊
涂， 并不是真的糊涂， 应该
是心情要放松， 学会忘记烦
恼， 从习惯于活在思虑中的
状态里走出来， 改变关注的
焦点， 经常运动、 专为自己
做点事、 享受兴趣爱好。

李艳鸣 (广西)

青春期不是急症

耐心陪伴助孩子安全“断乳” 老人太爱想事
不利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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