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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假 你的亲子关系“中暑”了吗？

  最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
乔颖接到了高中同学的电话，气愤诉说起家
里的“青春期”：“老同学，作为精神心理科医
生，快来开导我一下！不是她‘阵亡’，就是我
发病。15岁了，每天在家不是躺吃，就是玩手
机，初三怎么办啊？”
  正值暑假，一些家庭中的青春期亲子关
系亮起红灯，医院里的相关门诊人头攒动。
炎炎夏日，亲子关系“中暑”了，该怎么办？

  “孩子以前非常乖，但最近几年她变得不
听话了，一争吵就说‘要独立空间’，没办法
沟通。”这是不少青春期孩子家长的“共同心
声”。青春期作为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一直
被热议。家长们也经历过自己的青春期，但扪
心自问，每个家长都真正懂得青春期吗？
  在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八阶段理
论中，将12岁至20岁归为青春期阶段。在这一
阶段，青少年无论从生理上、心理上、社会角
色等都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身体飞速成长。因为荷尔蒙分泌旺
盛，青少年的身体快速成长，出现体重上升、
身高增长、第二性征凸显等表现。其次，大脑
各区域成长速度有差异，人类大脑分为多个脑
区，并各司其职。在青春期，各脑区发育速度
不一致，速度最快的是主导思维、情感、记忆
的额叶、顶叶和海马体，所以孩子们思维敏
捷、记忆力强，且很敏感。第三，自我意识不
断上升。青少年开始出现强烈的自我意识，要
求独立，需要被尊重等。第四，认知功能高度
发展。他们具有接受新鲜事物快、学习能力
强、思维敏锐、想象活跃等特点，容易被新鲜
事物吸引。第五，情绪反应波动明显。孩子们
情感丰富，但不稳定，比如遇到事情很容易情
绪爆发，大吵大闹或崩溃大哭，但过一会儿又
恢复平静，表现“来得快、去得也快”。
  正因为这些变化，青少年往往做事或学习
凭兴趣，凭心情，认为自己已长大，企图用大
人的身份去抉择、行事，不希望别人多管束，
甚至专门和家长作对，以此显示自我个性。而
家长会觉得孩子变得“不懂事、不听话”了。

家长们不可不知的青春期

  其实，青春期阶段的孩子们也很恐慌。因为
感觉到自己长大了，“爸妈到底还爱我吗？”这
是一个孩子萦绕心头、但绝对问不出口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恐惧还有：“长大了，是不是意味着
总有一天会像爸妈那样离开家庭？我该怎么
办？”
  于是，他们会反复试探，“我就是挑战你，
看看你是否还爱我？”“我就是不听你的，看你

怎么办？”而且，这个阶段，孩子们正在面临很
多“困难”，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对抗自己
想打游戏的欲望，不知道怎么面对紧张的中考、
高考，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和异性聊
天等。
  所以，充满了无助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其
实是来自父母的帮助，而不是父母说“行，我不
管你了”。

孩子比想象中更需要家长支持

  很多家长会疑惑，爸妈就是爸妈，怎么还会
有新角色？其实，在孩子们不同的成长阶段，父
母的角色是会发生变化的。在幼孩时期，父母更
多的是生活照料，角色像是“交警”，孩子就像
车辆，父母让通行就通行，让停止就停止。到青
春期，游戏规则变了，父母的身份也随之变化，
更像“教练”，肩负起一个更重要的职责——— 训

练和教会孩子“应对比赛”。
  同时，好的教练需具备四个特征：第一，关
注个性，而不是只看结果；第二，会故意主动讨
论“毁灭性的失败”，比如自残、危险驾驶等；
第三，用价值观而非情绪来交流，也就是自己情
绪稳定、认知鲜明；第四，学会放手，比赛还得
让孩子自己打。

从“交警”到“教练”，家长要学会角色转换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通讯
员 王晶）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
荣传统，切实做好双拥工作，在“八一”建军节来
临之际，潍城区智群学校组织开展了“致敬最可爱
的人，献礼建军节”主题实践活动，用实际行动表
达对军人的崇敬之情。
　　观英雄事迹，明节日由来。为让同学们重温历
史，激发爱国情怀，学校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观看红
色电影，阅读红色经典，在影像和文字的历史积淀
中，感悟红色革命精神。
　　讲英雄故事，传亮剑精神。为进一步让学生感
受军人不屈不挠、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学校组织

开展了“英雄故事会”活动。学生或讲或演，感染
了每一位听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红色故事展示。
　　敬英雄楷模，访红色遗址。学生在父母带领下
走进潍县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
烈牺牲奉献精神。同时，鼓励学生向身边的现役、
退役军人献上节日的祝福。
　　绘英雄形象，展军人英姿。学生通过绘画的方
式，将军人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用色彩描绘赤诚
的爱国之心。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学生用不同方式为“最可
爱的人”送上祝福和敬意，同时也让同学们增强意
志、培养了良好品质。

致敬最可爱的人 献礼建军节
——— 潍城区智群学校开展建军节主题实践活动

  有的家长会说，家长学会角色转换的前提是
遇到一个可以沟通的孩子。乔颖讲述了老同学对
其爱顶嘴儿子的抱怨：“他期末考试班级倒数，
我问原因，他说跟老师合不来。我再问，七门功
课六门平均分以下，都因为和老师合不来？他回
答，巧了，性格不好的老师，都来教我们班了。
我说，你嘴巴怎么这么硬？他更气人地说，嘴巴
不硬的话，会从脸上掉下来！”
  乔颖则表示，孩子顶嘴，是因为他们的自我
意识在觉醒。弗吉尼亚大学曾跟踪调研过150名13
岁的孩子，最终发现：那些在家跟爸妈经常争论
的小孩，更能轻松应对意见分歧，更能冷静承受
压力，职场表现也更优秀。
  “听话”未必是孩子的好品质，敢于质疑、
争辩，恰是孩子独立性和批判思维发展的表现。
孩子顶嘴时，恰是他们锻炼思维力、反应力、判
断力、语言力的最佳时机。如果家长可以理性应
对，甚至合理说服，不仅会获得青少年的崇拜，
更可以了解孩子的内心深层的见解。
  可惜的是，部分家长正在“镇压”孩子思维
飞跃的机会，因为，自己“吵不过”，感觉尊严
受到挑战。
  这种亲子关系“拉扯阶段”，其实可以用一

些策略。教会孩子用理性的方式顶嘴或争辩，是
父母可以做的。比如，听孩子把话说完，而后尝
试表达“我知道你很生气”；设立底线，如果孩
子的顶嘴很无礼，建议这样引导：“我知道你现
在很生气，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好吗？”
“我 尊 重 你 的 感 受 ， 但 我 不 能 接 受 你 的 做
法……”家长别自己生闷气，不妨把孩子的顶嘴
转化为亲子沟通的契机，展开新的对话。
  青春期的内心世界是异常丰富的，常萦绕着
关于“我”的问题，比如“我是怎样的人”“别
人对我印象如何”，他们对周遭评价很敏感，害
怕被否定。作为父母，不要做傲慢的成年人，应
努力学习并走近孩子。最后，乔颖建议，在这个
炎夏，家长们要先给自己的情绪“降降温”。同
时分享了一段话与家长共勉：这个世界上，有
两种人最能容忍你的坏脾气。一种是爱你的
人，因为爱你，所以包容。还有一种是怕
你的人，因为怕你，只能让步。如果这
两种人合二为一，那就是孩子。他们
爱自己的父母，面对父母的脾气，
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们也怕父母的
坏脾气，因为那简直就是他们世
界里的狂风暴雨。本报综合

“顶嘴”是孩子自我意识在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