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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式

欢迎您扫描二维码，加入“教子有方”微信群，将您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烦恼告
诉我们，我们将在本报“教子有方”栏目中，就最热门、读者最关心的问题，邀请专业
心理咨询师或资深教育界人士进行探讨，答疑解惑，给出意见和建议。

案例

分析

教子有方教子有方

家长：我女儿小学六年一直很乖，很听话，一上初一就像换了一个人，让我们无法接受：叛逆、固

执、我行我素、喜欢打扮、上QQ加陌生社会青年聊天。不听父母的话，问多几句，说我思想落后，说

不用我管。我脾气不好，就经常批评她、骂她，有时还打她。她无心学习，经常和成绩不好的小学同

学出去玩，但在学校，老师反映表现还不错，成绩中等。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样教导她？

父母如何与青春期孩子沟通？
专家观点：与孩子友好相处，少一些批评多一些鼓励

珠海市帮达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首席心理专家曹泽
能：家长，你好，能理解你源
自心底的无奈、焦虑、烦躁。

你无奈的或是，她否定
了你的拳拳母爱，还让你手
足无措，心里很是慌张。

你焦虑的或是，担心她
自毁前程，越想越紧张。

你烦躁的或是，自己的
脾气愈发失控，骂她、打她也
不奏效。

其实，从专业的第三方
来说，你或许屏蔽了事实的
积极因素、渲染了情绪的消
极影响，你忽略了人成长过
程的心理特点。

从孩子落地到长大成
人，要经历0岁－3岁的婴儿
期，3岁－6岁的幼儿期，7
岁－12岁的童年期，11、12
岁－15、16岁的青春期，17、
18岁－35岁的青年期。你女
儿目前正处于青春期，这个阶
段的心理特点是矛盾性：

第一，“成人身”和“少年
心”冲突。当小屁孩成了窈窕
少女，不客气、不谦虚，认为自
己的思想与行为达到成人水
平，应该被爸妈、被环境公平
对待。但“打脸”的是，其认知
能力、思维方式、社会经验等
尚处于过渡、半成熟状态。

第二，“心理断奶”和物
质依赖对立。一方面想在心
理层面挣脱父母的羁绊，想
拥有自主权，所以才会“我行
我素”说你“思想落后”；另一
方面毕竟未成年、未成熟，又

希望获得父母的精神支持及
经济支持。

第三，“心理闭关”和情
感开放纠结。有时会对成人
不满、不信任而选择心理闭
锁，有时又因心理堆积许多
苦恼与孤寂，迫切需要有人
分享、分担，从而选择同龄
人。也就是说，青春期阶段
更重视同伴关系，交友标准
是志趣相同、烦恼相似、性格
相近、能相互理解，而非把成
绩、“人品”放在首位。

第四，成就感和挫折感
交替。青春期孩子特别渴望
认同与成就感，一有机会就
会表现出成人般的果敢与能
干，因此常被家长认为“叛
逆、固执”。但一遇挫折，也
容易走极端、自暴自弃，从高
峰跌到低谷，这也是青春期
阶段易患双向情感障碍的重
要原因之一。

当家长明白了上述心理
发展规律后，也许会恍然大
悟：原来在给中学生的女儿
穿小学生的“衣服”，怪不得
女儿不爱“穿”，因为不合身、
不合心啊。

与此同时，你可能会顺
理成章反思自己的教育方
式。如果说，最好的教育是
与孩子共同成长，那么你扪
心自问，十几年来你学习过
哪些育儿知识？十几年来你
是如何言传身教的？

你说女儿“一上初一就
像换了一个人”，那么，此前
你有没有先以诚恳、耐心的

态度，去探究她内心真实的
渴望，还是只把她当作一个

“一直很乖，很听话”、无需怎
么用心陪伴的“孩子”？

你说女儿“叛逆、固执”，
那么，你有没有先以平等、尊
重的心态对待她？而不是一
味“连骗带哄”，甚至居高临
下口气强硬，“我是你妈，我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
必须听我的”？

你说女儿“不听父母的
话”，那么，起初女儿找你商
量、求助时，你有没有专注聆
听她的话、她的烦恼，了解、
理解、支持或诚恳处理她的
诉求？即使现在，你认真听
过、回应过女儿的哪些话呢？

你说自己“脾气不好，经
常批评她、骂她，有时还打
她”，那么，请问你教育孩子
的目的与方法是什么？是想
当然的随意教育，还是学习
后的用心教育？当你的教育
方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时，
你又做了哪些调整？

以上说了这么多，我的
本意不是要责怪你，只是让
你深刻意识到：

一是，在孩子面前，家长
就像是人生中无处不在的一
面镜子，不平整的镜子照不
出漂亮的影像。

二是，你希望孩子成为
什么样的人，你先去努力尽
可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孩
子才有可能成为那个什么样
的人。

因此，我的建议有三条：

首先，关系先于教育。
已故著名心理专家李子勋老
师说过，好的教育会体现在
好的关系中，好的家庭不用
刻意地教育，孩子在好的关
系中就知道该怎么做。关系
不是依赖，而是平等，孩子与
爸妈像朋友，孩子有话可说，
家里没有禁忌与隔阂，大家
相处轻松。当然，好的关系，
需要父母各自好、父母相处
好、与孩子相处好，才能带动
家庭关系好。

其次，鼓励好过批评。
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
他就学会了自信；如果一个孩
子生活在认可中，他就学会了
自爱。当父母少一些批评、指
责，多一些鼓励、肯定，多发掘
女儿的优点，多理解与支持，
多以诚相待循循善诱，才会慢
慢消除抱怨、敌对的气氛。破
冰需要一个过程，譬如寒假一
起外出旅游等。

最后，放手并非放纵。
父母或会担心，放手了孩子
会不会放纵自我？其实，放
弃才会放纵，放手并非一定
成为放纵。不放手，风险就
在当下；放手，大有改进机
会。有智慧地放手，是一种
策略，当一个家长对自己的
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工作成
就等并不满意时，还能教育
出一个各方面都满意的孩子
吗？与其互相伤害，还不如
放手相信女儿，因为“老师反
映表现还不错，成绩中等”。
（本报记者 王晓君 整理）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是近
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教育部
门努力推进的重点。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处长徐
攀日前表示，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强
化四个方面的规则意识，严于自律，
营造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徐攀说，校外培训机构一是要
坚决转变应试导向，“不要再搞超前
超标培训和应试教学的老一套，加
重学生课外负担”。当前，校外培训
正在逐步走向严格管理、规范发展
的道路。培训机构要围绕素质教育
和五育并举要求，将重点放在优化
教学方法，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
质量服务上，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
学习需求。二是要规范收费退费行
为。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培训机构
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的费
用。希望培训机构不要受经济利益
驱使，通过打折、返现等方式，诱导
家长超期交费，也不要违反市场规
律，不顾自身发展状况，盲目扩张。

她表示，三是严禁将校外培训
与招生入学挂钩，“这是一条红线，
也是一道底线”。培训机构严禁组
织或与中小学联合组织与招生入学
挂钩的各种竞赛、夏令营、研学活动，
一经发现，一定会严肃查处，依法依
规追究培训机构、有关学校和相关
人员责任。要合理宣传，不夸大培
训作用，不渲染焦虑情绪。四是线
上培训机构要抓紧做好备案。线上
培训机构备案工作是当务之急，从
事线上培训的机构要积极主动申请
备案，按照要求提供备案材料，自觉
接受监督管理。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
校外培训机构应
明确四条规则“红线”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5日电
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王志伟
25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应询表示，教育部热忱欢迎台湾青
年来大陆就学，并为此不断创造良
好的政策环境，目前已有超过
12000名的台湾学生在大陆高校就
读。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扩大
招收台湾学生的院校范围，优化院
校和专业布局，更好地满足台湾学
生来大陆上大学的需求。

王志伟表示，2017年教育部出
台政策，将台湾学生申读大陆高校
的“学测”成绩由“前标级”以上，放
宽到“均标级”以上，为台湾青年在
大陆就学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2019年1月，教育部调整政策，台
湾应届高中毕业生语文、数学、英文
三门科目中任意一门“学测”成绩达
到“均标级”以上，即具备申请大陆
高校就读资格。这一政策覆盖了
60%以上的台湾应届高中毕业生。

超过12000名台湾
学生在大陆高校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