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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和锁算是亲密不过
了， 可总有分离的时候。 人亦
如此。

安徽 陈英远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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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小的时候 ， 即使再叛
逆， 父母们似乎都有办法 “收
拾” 他们。 不管方法是软是硬，
反正孩子们总会很容易就能消停
下来———至于是否很快又反复，
另当别论。 但是， 当孩子们逐渐
迈向青春期的门槛， 一切似乎都
变得不一样了。 一般女孩在 11
岁前后、 男孩在 13 岁前后， 就
会进入青春期 （青春期较以前提
前）。 这个时候的亲子关系往往
会进入新的阶段。 那些懂得放
手、 保持自我成长的父母， 会更
容易和青春期的孩子打成一片；
而那些控制欲强、 一直停留原地
的父母， 更容易与孩子发生严重
的冲突。 孩子离家出走、 自伤自
杀的悲剧事件， 很多都发生在这
个年龄段前后。

孩子正处于青春期 ， 用以
前的教育方法， 尤其是强制严
厉、 简单粗暴的家长作风式的
教育 ， 肯定是不管用了 ， 只会
让孩子的心离家长越来越远。

对于不愿意回家或故意拖
延回家时间的孩子， 作为家长
应当怎么处理呢？ 首先不要想
孩子怎么不听话 ， 静下心来 ，
从自身找找原因。 你需要意识
到青春期的孩子， 自主意识增
强了 ， 自我意识感和自尊心也
强了； 他希望被尊重， 被理解，
被认可， 被肯定； 他需要心理支
持， 情感安慰。 如果家庭不能提
供温暖、 平和的成长环境， 父母
依然采用过于严厉 ， 简单说教
的方式， 等于在激发孩子的逆
反意识， 把孩子逼向家长期望
的反面， 导致过激行为的产生。
所有父母都有必要了解一下 ，
不远的将来， 你将面对一个怎
样的孩子， 又该如何应对。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家长
不妨试试下面这些方法：

从生活入手去改变 青春期
孩子由于生理上的急剧变化 ，
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 ， 大
部分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形
式， 他们试图冲破约束和管教
是正常的， 甚至犯一些错误也
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 ， 生活

上父母注意让孩子独立 ， 充分
挖掘孩子的自理能力 ， 让孩子
养成处理自己生活琐事的习惯。
其次从权威的影响向客观的分
析引导过渡， 因为社会的迅猛
发展， 父母常常一开口就显得
很外行， 权威性渐渐丢失。 要避
免指令式的 “教育”， 孩子在遇
到困难、 问题、 挫折之后， 只是
需要来自父母的客观分析和引
导， 而且， 这种分析和引导还
应该是朋友式的 。 再次 ， 要耐
心持久地与孩子一起做他喜欢
的事， 接近孩子， 发现优点， 给
予鼓励， 并学会 “示弱”， 为孩
子创造超越家长的机会 。 注意
万不可只重视学习 ， 再加上许
多父母付出了很多， 对孩子的
要求顺势拔高， 出现比较持续
和严重的不满情绪， 影响与孩
子的一切交流。

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 处在
青春期的孩子有了对事物的自
我辨知能力 ， 父母如果没有注
意到孩子的变化， 而是一味地
像以往一样， 自然就会引起孩
子不满 ， 有意跟家长对着干 。
要与孩子融洽相处， 父母就得
正确认识孩子， 让孩子学会承
担责任。 孩子小时候对事物的
认知性不强， 这就需要父母提
醒与帮助。 孩子渐渐长大， 父母
习惯了孩子对自己的依赖 ， 忽
略了孩子成长 ， 依然对孩子指
手画脚， 当然会让他们厌烦。

家长要会索取“爱” 不少
家长在 “爱” 的问题上 ， 只尽
“给予” 的义务， 不讲 “索取”。
如此一来， 日久天长会在孩子
心中形成这样一个概念———父
母的爱是应该的。 因此 ， 要向
孩子索爱， 让孩子学会感恩。

不要开口就下“命令” 青
春期的孩子特别敏感 ， 所以父
母不要开口就是下命令 ， “你
应该……” “你必须今天……”

如此一来， 在孩子心里， 你只是
一个领导。 其实， 青春期的孩子
渴望被当成大人， 要让他感觉
受到了尊重。

签一份“保密合同” 偷听
孩子打电话 、 偷看孩子日记 ，
或者是上网看孩子的留言等美
其名曰是为了解孩子的行为 ，
千万不要有。 事实上 ， 这是破
坏孩子对家长信任度的首要杀
手。 和孩子签了一份 “保密合
同”， 写下什么事情是父母可以
知道的， 哪些是属于孩子的秘
密， 然后双方违规会怎么样。

同一错误别老调重弹 对于
同一错误， 千万不能 “老调重
弹”， 会引起孩子的厌烦情绪。
在批评中要切中要害 ， 简短数
语指明问题， 也要避免 “廉价”
的表扬。 过多的表扬使孩子失
去敏感性 ， 会失去激励作用 ，
甚至怀疑表扬的真实性。

接下来 ， 请多寻找孩子的
闪光点， 鼓励孩子， 欣赏孩子，
给孩子新的积极的自我定位 ，
建立孩子的自信系统。

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 要想
改变孩子的不良行为 ， 并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 更关键的是， 家
长的观念一定要改变 ， 亲子间
的关系模式是互动的 ， 互相作
用的。

亲子关系请从高低式 （父
母高位， 孩子低位， 父母强势，
孩子弱势） 的教育模式换为平
等式 （把孩子当朋友对待 ） 的
教育模式试试。

在青春期孩子寻求自主性
的过程中， 冲突和斗争几乎是
不可避免的。 而那些特别叛逆
的孩子背后， 往往都有一个原
地踏步、 不肯成长的父母 。 所
以， 无论孩子处于哪个年龄段，
父母保持自我的觉察和成长都
至关重要。

长沙大学心理学硕士 李肇英

为什么“越管越对着干”？

▲ 成年人的 世 界 里 没 有
“容易” 二字。 谁都是一路学着
坚强、 学着忍耐、 学着跟一切不
如意对抗。 也想过松懈和放弃，
但我们更清楚地知道， 不撑住，
只会更难。 所以， 我们学会了不
动声色地安慰自己， 也学会了悄
无声息地跟生活握手言和。

▲ 不要着急， 最好的总会
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纵使伤
心也不要愁眉不展， 因为你不知
道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青海 卢欢

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位英雄大力
士， 叫海格力斯， 一天， 他走在坎
坷不平的路上， 看见脚边有个像鼓
起的袋子样的东西， 很难看， 海格
力斯便踩了那东西一脚。 谁知那东
西不但没被海格力斯一脚踩破， 反
而膨胀起来 ， 并成倍成倍地加大 ，
这激怒了英雄海格力斯。 他顺手操
起—根碗口粗的木棒砸那个怪东西，
好家伙， 那东西竟膨胀到把路也堵
死了。 海格力斯奈何不了他， 正在
纳闷， 一位圣者走到海格力斯跟前
对他说： “朋友， 快别动它了， 忘
了它 ， 离它远去吧 。 它叫仇恨袋 ，
你不惹它， 它便会小如当初； 你若
侵犯它， 它就会膨胀起来与你敌对
到底。” 仇恨正如海格力斯所遇到的
这个袋子， 开始很小， 如果你忽略
它， 矛盾化解， 它会自然消失； 如
果你与它过不去， 加恨于它， 它会
加倍地报复。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跟我过
不去 ， 我也让你不痛快 ”， 被称为
“海格力斯效应”。 这是指一对一的
人际互动， 是一种人际间或群体间
存在的怨怨相报、 致使仇恨越来越
深的社会心理效应。 因此生活中遇
到烦恼， 我们要学会正确处理， 退
一步海阔天空。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孔自来

海格力斯效应青青青春春春期期期的的的孩孩孩子子子

“我说东， 她说西； 我让
她昂首挺胸， 她经常在我面前
装猴子； 我让她放学后早回家，
她偏要拖到吃晚饭时才到家。
我管她， 可她偏不服管， 伶牙
俐齿发挥得淋漓尽致……” 长
沙市吴女士最近被即将上小学
六年级的女儿弄疯了。 在家长
微信群， 一说自己的境况， 没
想到班上同款孩子多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