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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待：落后的男孩

《拯救男孩》 的联合作者李文道小学写字总被老师称
为“狗刨”，班里的其他男孩也差不多。女生写的作业则整洁
得多，往往被老师贴在墙上。为此，他挫败不已。

这是因为女孩的神经系统整体比男孩成熟早1.5到2
岁，受神经系统支配的手眼协调更灵活、准确，在男孩写字
歪歪扭扭的时候，女孩早就可以写一手漂亮的字。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上小学时的评语是“淘气”、“贪吃”。
13岁中学入学考试全校倒数第三， 中学成绩一直倒数几
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迟钝、低能、性格乖僻、无法无天、屡
教不改。

这是因为男孩的心理、自制力、言语能力的发育都晚
于女孩———“大器晚成”故事的主角大多是男孩。

学会欣赏：不一样的男孩

男孩攻击性更高。一个研究要求孩子劝说朋友吃味道极
差的饼干，女孩在劝说时充满歉意，而且愿意帮忙吃一点。男
孩则会面不改色地说饼干好吃得不得了，甚至强迫朋友吃。
研究者总结：女孩就像保险公司的推销员，男孩则像二手
车贩子。

男孩更叛逆。 美国研究人员调查了20个由学生策划
的未遂校园枪击案。 其中18个案例都是知悉此事的女孩

提前报告了校方或其他成年人。 此项研究的发起人詹姆
士麦克基总结说：男孩首先忠诚于其他男孩，女孩则从成
人的视角看形势。

男孩更喜欢冒险。2009年， 英国华裔科学家高锟获诺
贝尔物理学奖。他自小是冒险科学迷。小学六年级时，他用
红鳞粉和氯酸钾混合，加上水并调成糊状，再掺入湿泥中，
搓成一颗颗弹丸。待风干后扔向街头，果然发生爆炸，把猫
狗吓得半死。

把男孩的“不同”转化为男孩的资产

阿兰·贝克在《男孩本色》 中写到：“男孩是个混合
体———他有马一般的胃口、吞剑者般的消化力、小型原子
弹般的能力、小猫的好奇心、独裁者的大嗓门、保罗·班扬
（美国民间故事中最受欢迎的伐木巨人）的想象力、紫罗兰
般的羞怯、捕兽夹般的勇猛、爆竹般的热情，做起手工来总
是笨手笨脚。”

我们应该教男孩学会驾驭自己的攻击性，而不是消灭
它。男孩的好动、冒险、叛逆以及对竞争的偏好，其实也包含
了他的主动性、创造性，这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的
源泉。

男孩与女孩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正是男孩的特点，
而不是缺点。 我们要学会把男孩的不同转化为男孩的资
产，这是我们拯救男孩的重要原则。

发现男孩，就是拯救男孩

“在精神上，男孩女孩都要富养”

父亲：从男孩到男人的引路人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强调母爱的力量，
但事实上，父爱的力量同样伟大。就像一只鸟两
只翅膀、一个人两条腿一样，母爱和父爱是缺一
不可的。

要当好父亲首先要端正态度， 要认识到当
个好父亲是一种无上荣耀， 要有勇气突破传统
的性别刻板印象， 不要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养家
糊口，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完全推给母亲。

要当好儿子的榜样。 父亲是男孩生命中出
现的第一个男人，父亲的气质、男子汉气概，是
男孩对男性的最初理解，男孩将逐渐内化父亲
的男性气质。 每一位父亲都要记住：“没有哪个
男人比蹲下去帮助孩子的时候站得更高”。

母亲：男孩的“安全岛”和“放飞基地”

心理学依恋理论特别强调， 母爱所提供的心
理安全感是个体探索的条件和保障。但有原则、严
慈相济的关爱才是真正的母爱， 才能够与弱化男
孩的“溺爱”区分开来。

母亲无法代替父亲的作用。 小男孩问妈妈
为什么要站着小便，母亲会难以回答。但父亲只
需要示范一下就行了：爸爸就是这样的。所以，明
智的母亲应积极维护父亲的正面形象。

母亲更要主动“撤退”。微软中国研究院院
长张亚勤，7岁独自坐火车去奶奶家，母亲只给
那边亲戚去了信。多年后，他认为正是母亲的放
飞，让他展翅高飞。

玻璃心：男孩的心理危机

比起女孩，男孩才是玻璃心

男孩看似坚强的外表背后，在情绪、情感上比女孩更
脆弱。研究表明，从婴儿时期起，男婴比女婴更容易烦躁。
日常生活中的一点改变或者父母稍微严厉一些的口吻，
都可能使小男孩变得烦躁不安。

女孩对情绪和情感的表达更加敏感，2岁的女孩比2
岁的男孩更多地使用与情绪有关的词语， 女孩比男孩更
多地使用“爱”和“伤心”这样的情绪词语。

到了青少年时期，这种情感差异日趋加大，越来越多
的男孩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对别人的情感反应更不敏
感，更有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男孩往往更容易情绪
失控，用攻击或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

“男儿”文化造成男孩心理危机

男孩虽然天生情感脆弱， 但是他们天生并不缺乏情
感表达的能力。婴儿出生几个月大时，男婴与女婴具有相
似的情感表达能力，但是当男孩达到学龄时，他们表达情
绪的能力已明显落后。

这是因为在培养“坚强男孩”过程中，父母或其他成
年人让小男孩为自己的情感表达感到丢脸， 特别是对脆
弱、害怕与绝望的感觉有罪恶感。

这背后是一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社会对男孩的
性别偏见。 许多人认为男子汉不应该随意表达自己的情绪，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的文化往往对女孩的情感发展给予
鼓励而对男孩加以抑制，这将逐渐造成男孩的心理危机。

学业失败将“雪上加霜”

心理学研究表明， 小时候因学业失败记忆所形成的
糟糕自我形象往往会保持一生。最可怕的是：这种失败经
历可能会慢慢上升为一种失败型的人格， 学业失败的人
会自认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不愿尝试、缺乏改变的勇气。

男孩在校园里的失败已经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灵
伤害。由于成绩不佳或者调皮捣蛋，男孩常常不受老师喜
爱，要么被忽视，要么成为批评和惩罚的对象。这让他们
感到泄气，难以建立对自己的信心，进而对学习、学校乃
至社会也丧失兴趣。 绝大多数这样的男孩可能在沉默中
长大，他们软弱、缺乏自信、缺乏男子气概。

拯救男孩，从发现男孩做起

父母这样拯救男孩

“男生已被女生全面超越了”， 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
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语出惊人。他在1500份调查问卷数
据中发现，上海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几乎每个科目女生
的平均成绩都高于男生， 一向被视作男生强项的数理化也是如
此。一时间，“拯救男孩”的话题引起各方争议。

对“男孩危机”现象，儿童教育研究专家孙云晓是最早最权威的
研究者，他的《拯救男孩》一书，含有“女强男弱”现象的深度阐释。7
月22日，“身心”特别整理出孙教授的观点，并采访了长沙心理协会
秘书长刘正华。其实，只要真正“发现”男孩与女孩的性别差异，就能
拯救我们的男孩；同时，“在精神上，男孩女孩都要富养”。

■整理、采写/实习生 王安琪

本期嘉宾团：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正华 长沙心理协会秘书长

中国有一句古话：“女孩要富养， 男孩要穷
养”，但所谓“富”、“穷”是要区别对待的。在物质
上，可以对男孩苛刻一点，但精神上，父母一样
要让他感觉富裕：给他足够的关爱，多倾听男孩
的心声，建立优渥的心灵环境。

男孩教育， 要特别注意培养他的责任和担
当。这需要从小给他自由选择以及做出选择后犯
错的权利，并积极接受他的道歉、创造机会让他
再次成功，而不是一味谴责。“成功是成功之母”，
男孩终究会迎头赶上，成就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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