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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档案

第十九讲之

面对孩子的青春期——

孩子在长大 家长随着变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小 M 是视
频中的女主角，正值青春期的她有很多
问题想和妈妈交流，可是妈妈的态度让
她难以理解。

小 M 的妈妈正在厨房做饭，小 M
走了进去。

小 M：妈妈，你说我们班的小黑和
仁武哪个帅啊？

妈妈：这个啊，男孩子只要功课好、
懂礼貌都是好孩子。

小 M：妈妈，如果结婚的话，是不是
选帅一点的比较好呢？

妈妈：那当然了。
小M：那你为什么和爸爸结婚呢？

妈妈（立刻火冒三丈）：结婚这种事
情，你一个小孩子问这么多干什么？

看到妈妈发火，小M赶紧溜出了厨房。
…………
过了几天，小 M 又走进厨房和妈妈

聊天，话题是假如她将来找一个比自己
大 10 岁的老公，而老公没工作、没钱、
没房子怎么办？妈妈刚开始还能和小
M 说两句，说着说着就烦了，撂下菜刀，
冲小 M 大喊大叫，禁止她再讨论这样的
话题。

小 M 感到纳闷，自言自语：“我只不
过问了一些恋爱、结婚、过日子这些很正
常的问题，妈妈为什么会这么恼火？”

生活中，遇到孩子问这样的问题，估
计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回避，脾气大的可能
也会像小M的妈妈一样，训斥孩子。

在孩子们看来很正常的问题，在家
长们看来却如洪水猛兽。

韦金铭认为，遇到这样的话题，家
长不妨耐心地和孩子进行交流，孩子说
过后注意力可能会马上转移到其他的
新鲜事物上，家长大可不必紧张。

对孩子感兴趣的话题，家长别不
愿、不敢或不好意思谈，如果选择用怒
喝进行制止的话，换来的将是对孩子失
败的青春期教育，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不
愿和你沟通、交流的孩子。

敏感话题 坦诚交流

“孩子不愿理我，对我爱理不理的。”讲
座现场，很多家长为此苦恼。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和家长说
话？韦金铭认为，这是因为孩子的需求没从
家长那里得到满足。

十三四岁的初中生，身高和父母差不多
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是大人了，可是
父母还是像管小孩子一样管着他们，他们认
为这是父母对自己的不尊重，所以，极力想
摆脱父母的束缚，证明自己长大了。

这是一种被尊重的需求。为人父母都
希望孩子将来自立自强，不依附于父母做啃
老族。青春期正是他们想要挣脱父母的怀

抱，锻炼自立能力的时候，父母何不趁此机
会，适时放手呢？

成长的路上免不了会跌跌撞撞，甚至会
栽几个跟头，既然要栽，不如趁早，成年之后
再栽跟头代价会更大。

家长总是不希望孩子栽跟头，所以，总想
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孩子，以免他们走弯
路。殊不知，父母的经验代替不了孩子的成长
过程，父母的好心，孩子并不领情，他们认为父
母不尊重他们、不理解他们，多管闲事。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告诉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
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最基础的是生理需求，

即能吃饱、穿暖、睡好就行。接着是安全的
需求、社交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

青春期的孩子已经不再像儿童一样，仅仅
吃饱、穿暖、睡好就行了，他们有社交的需求和被
尊重的需求，而这时父母的表现总是让他们失
望。父母对他们的交友情况进行盘问、对他们的
行为进行干涉，对他们的高层次需求不能及时满
足，于是出现了矛盾，而矛盾又让做家长的忧心
忡忡，不知所措。

孩子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长大了，需求
变了，家长的家教方法也必须变。知道了原
因，家长心里也许会释然很多。原因找到了，
关键就看你们怎么做了。

孩子不理你 因为需求未满足

孩子爱发火 因为他们不会装

让初中生家长普遍感到困惑、
头疼的问题，便是孩子的青春期问题。青

春期的孩子叛逆、不听话，家长感到束手无策。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都有哪些秘密？家长

应如何帮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教育大讲
堂第十九讲，韦金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

解答。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在孩子面前的示范作用是全
方位、立体化的，是孩子最易效
仿的榜样。家长应该成为孩子
高尚精神的榜样，崇高人格的榜
样，多种能力的榜样和健康生活
方式的榜样。做好孩子的榜样，
家长应做到正派上进、勤俭自
律、求知善思。

正派上进。在现实生活中，
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
他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许多负面的
东西，如腐败现象，道德滑坡等，
如果家长能够做到正派上进，无
疑会对孩子起到良好的榜样作
用。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正派上
进呢？这首先需要家长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其次
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不但要分
辨清楚，而且要嫉恶如仇，该反对
的坚决反对，能抵制的坚决抵制。

正派上进，既体现在工作态
度上，也体现在思想作风上。家
长虽是成年人，但上进心不能没
有。家长有所追求，不断地有新
的进步，对孩子有很大的激励作
用，孩子会从家长的精神风貌
中，学到做人的真谛。

勤俭自律。勤劳与节俭相
辅相成，不勤劳的人，就不懂得
物质财富的来之不易，往往不
会珍惜劳动成果。每一位家长
都应把勤俭这一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在家庭中传承发扬。一个
人要做到勤劳节俭，需要很强
的自律精神，要想获得成功和
进步也离不开自律精神。家长
对自己严格要求并持之以恒，
孩子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自律，是人的意志品质的反映，
如果家长是一个意志坚强的
人，将对孩子产生莫大的影响，
孩子在这种精神熏陶下也会成
为意志坚强的人。

求知善思。懒得学习、懒得
动脑的人，不会有什么创造力。
如果家长是这样的“懒”人，对孩
子说再多“要好好学习，多动脑
子”的话，恐怕也无济于事。因
为在父母身上，他看不到知识的
力量，也看不到开动脑筋的效
果。有些成年人认为自己的学
习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工作
阶段，对于读书、学知识没有热
情，这不但阻碍自身的发展，也
会影响孩子的进步。

做孩子的 榜 样

□李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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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上初中后，肚子里就像装了炸药
包，动不动就发火，这是什么原因呢？”被此
问题困扰的家长也有不少。

成长是痛苦的，充满烦恼的。由于初中
生的心智不成熟，遇到问题不像成年人那样
会装，能够用理性压制自己的怒火。青春期
的孩子爱憎分明，容易钻牛角尖，容易产生
逆反心理，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

据调查，5%至 15%的学生都有逆反
心理、叛逆行为。有逆反心理的孩子通常表
现为：频繁地大发脾气；与父母过度争吵；明
显对抗和拒绝大人的要求与原则；自己犯错
或行为不当时，却责怪他人；频繁发怒，怨恨
他人等。这些行为在家里和学校表现尤为
明显。

有问题暴露出来是好事，问题被隐藏起
来才可怕。面对这样的孩子，家长不要和孩
子针尖对麦芒，越闹问题越严重。孩子正处
于焦躁不安的青春期，家长一定要冷静下
来，和老师及时沟通，查找原因。

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家长对孩子期望
过高，不切实际；家长对孩子过于严厉，孩子

内心压抑；家长恨铁不成钢，总是喋喋不休。
期望过高，孩子达不到，干脆放弃目标，

去干一些容易的事情，如吸烟、打架、交异性
朋友等；内心长期被压抑，孩子就会寻找机
会进行发泄，如向父母发火，和父母顶嘴等。

问题孩子出自问题家长，孩子身上存在
问题，家长应先从自身找原因，所谓好父母
胜过好学校正是这个道理。只有家长好好
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青春期问题才能
妥善解决。

韦金铭给家长10点建议：
1.尽量表扬孩子。
孩子有自信，才肯去学习。要使孩子每天

都感到自己在进步，哪怕是改正了一个缺点。
2.多关心孩子的学习内容和实际进步

情况。
家长要不断询问孩子学习的内容和掌

握情况。
3.经常给孩子制订几个容易实现的小目标。
这样可以使孩子有自信心，从而有利于

其发挥潜能。
4.刺激孩子的学习欲望。

要抓住各种机会让孩子练习。
5.帮助孩子树立责任心。
让孩子洗碗、洗手帕，整理自己的床铺、

用具，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6.做好表率。
父母能为一本新书、一个课题而激动不

已，反复研讨，那么，耳濡目染之下，孩子不
知不觉受到影响，就会认真读书。

7.不要在孩子面前议论老师。
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贬低老师，不要说

“××老师课讲得糟透了”“××老师太爱管
闲事”等等。

8.立下家庭学习规矩。
例如，“不完成作业不许出去玩”“说不

出今天学到的东西不许看电视”等，并且认
真执行。

9.多引导孩子提问题。
爱提问题的孩子比被动接受知识的孩

子掌握得快。
10.重视上学。
尽量避免因家庭问题导致孩子缺课，这

不利于培养孩子将来的敬业精神。

韦金铭韦金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