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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你和

孩子斗智斗勇过吗？

家长绞尽脑汁想让

孩子听话、懂事，希

望他成为自己心目中

“完美”的孩子，但

有的时候并不如愿。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为什么我

们很爱孩子，孩子却

离我们越来越远？

今日女报 / 凤网

全媒体专栏《辣妈研

习院》全新升级。每

周一期，聚焦网络热

点亲子教育话题，特

邀亲子专家细致剖

析孩子的成长问题，

缓解育儿焦虑，助你

用智慧和爱陪伴孩

子成长。

编者按

近期，热播剧《小敏家》，有段剧情引发了观众的

热议。妈妈小敏收拾房间，看到16 岁儿子的脏内裤，

准备拿去洗，却被儿子尴尬地一把夺过去。儿子的反

应让小敏陷入矛盾：儿子大了，他的内裤该不该给他

洗呢？

孩子进入青春期，很多父母会发现原来喜欢黏着

自己的孩子，渐渐更喜欢跟他同龄的朋友在一起了，在

家里也会要求更多的隐私空间，父母的话变得不那么

管用，倒是同学、同伴对他的影响更大。那么，对于

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上了初中后

跟小学生大不相同了。不仅是个头长得

很快，心理上也发生一些难以琢磨的变

化。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是生命中最多

困惑、最多冲突，也是最多挑战的时期。

他们开始懂事，但是不完全懂事；他们

开始趋向成人，但是并未成年。所以说，

人生的青春期，是色彩斑斓的时期，也

是暴风骤雨的时期。

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家长应该注

意些什么呢？有5 个方面，家长一定要关注。

什么是青春期？青春期是性发育期。

心理学的定义是能够生育后代的生理变化

及完成。从年龄上说，一般指10 岁至 20

岁这个阶段。所以，第一，可以告诉孩子，

性是怎么回事了。性教育在初中已经进入

了课堂，因此，让孩子首先觉得面对这个

事很坦然，然后用很轻松的方式把这个问

题向孩子讲清楚。也可以跟他们谈谈异性，

谈谈爱情和友情。爱情其实是一种担当，

一份责任。要想体会爱情，就首先必须先

立人、立事。

第二，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模式，学

会闭嘴，停止唠叨。话要说，但一两句就够。

和这个阶段的孩子聊天，也不能再板着脸

孔说教了，要以一种更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和

孩子沟通。幽默的父母更能获得孩子的接

受和理解，孩子也会更愿意与你亲近。

第三，尊重孩子隐私，平等对待孩子。

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也许这些秘密

在我们大人的眼中显得很可笑、很幼稚，但

在孩子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比如，切

不可偷看孩子的日记和信件，不可偷听孩子

的电话，不可强迫孩子说出自己不想公开的

秘密，更不可嘲笑或轻视孩子的秘密。父母

的轻视与嘲笑会使孩子产生敌对情绪，不

再愿意与父母交流。只有尊重孩子的秘密，

愿意与他平等地沟通，孩子才会与你分享

他的小秘密。

第四，关注孩子的兴趣，并尽可能与孩

子共同感兴趣。这个兴趣爱好也许需要一

些技能，例如足球，音乐，绘画，组装汽

车等；也许就是一项爱好，例如露营、时尚、

收藏……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不论孩子长

多大，你们之间永远都会有说不完的话题，

亲子关系自然亲密。

第五，该放手要放手。青春期的良好

亲子沟通建立在互相理解、尊重的基础上。

如果父母在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那孩子也

会视父母的管控为洪水猛兽。这时候孩子

面对高压，要么选择关闭沟通的大门，要么

选择用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这

些通常就是父母眼中的“无法沟通”或“叛

逆”。因此，不必事事都干涉，给孩子选择

的权利，给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让孩子

顺利度过青春期。

5 个建议，让孩子美好度过青春期

亲子专家  王建平博士 

家庭教育·咨询互动类栏目 辣妈研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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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孩子家长应注意些什么

舞校第一次期中考试，女儿桔子的作文获得

了满分。那是一篇要求仿写《美丽富饶的大兴安岭》

的作文，她写的是《美丽的岳麓山》。作文的最后，

她如此写道：河水盖上了被子，野猫趴在了石头上，

人们都渐渐退去，只剩下我一个人，静静地欣赏

着这美丽的岳麓山。

我已经很久没看她的作文，因为她一直藏着

掖着，生怕我说三道四，所以不给我看。近一年来，

她跟我关于作文方面的沟通仅限两次。这次她说

她写岳麓山写着写着就写哭了。我猜，应该是最后

那个结尾写哭的，因为她用了感情。坐在千里之外

的教室里，回忆家乡的岳麓山，曾经在这山上度过

的无数欢乐时光，还有家门口滔滔北去的湘江水，

对这座山这座城这些人的想念，一起涌入心头，

涌入笔尖。如果不是一场强烈的情感反应，“河水

盖上了被子”这样的句子，难以写出。

上一次她说到颇为得意的作文，是一个标题，

那会还在长沙读五年级。老师的题目是《为父母

做过的一件事》，她写的是和她爸爸去云南老家时

她爸爸连日高烧，她照顾父亲的事情。她的标题

起得我很服气：《我给爸爸当“妈妈”》。大约她认

为好的只是标题，文中内容乏善可陈，所以最后文

章还是不敢拿给我看。

虽然她口口声声说对文学没兴趣，让她天天

写文章一定受不住，除了写写日记，别的她都不想写，

但她偶尔在文字上流露出来的灵光一闪，还是让

我诧异。

这是一个偶尔有点灵气的姑娘。

说是偶尔，因为大部分时间，她是迟钝的。

生活中她跟我一样不灵光，跟我一样慢热。

她跳舞也是这样，大部分时间平淡无奇，以

至于她自己都感觉沮丧，偶尔灵光一闪就会把自己

吓一大跳。

一位老师曾经跟我交流对桔子的印象：在

教室里，最初看不见她的存在，因为身体条件

太不起眼，但一旦她开始跳舞，情况就变了，

她的腿仿佛瞬间长了一米，所有人都会看她并且

记忆深刻。

不止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在台上和在台下，有

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差别，大约跟我们经常去户外

有关吧。

我们经常去看大自然跳舞。这是全天下规模

最宏大最变化无穷而且永远免费的舞蹈表演。

风在跳舞。风是最喜欢跳舞的孩子。它体能

充沛精力旺盛，总是不论时间地点，随时都可以

来上一场即兴表演。风的能力非常强，而且非常有

感染力，它邀请到的舞伴和乐队也非常之多。风的

作品在世界广为流传，而且不断推陈出新。

树在跳舞。树是出色的舞蹈家。每一棵树都

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柳树和杨树的舞姿千差万别。

同一棵树上的每一片枝叶，都有不同的舞步，同一

片树叶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都有不同的细微处理。

云在跳舞。天空是它的舞台，太阳和月亮是它

的灯光师。云在天地间跳跃和旋转，它的白纱裙，

亮瞎了地上很多人的眼睛。

雨也在跳舞。在豆子大的急躁和淅淅沥沥的

温柔之间，雨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且节奏精准从

不“匡瓢”。

在天地间看过很多很多场舞蹈表演后，桔子

把从它们那里学到的万分之一，融入自己的肢体语

言。她试图体验，树在风里摇曳的自在，云在空

中旋转的优美。真的只是运用了万分之一，就足以

让她的老师发现她的不同。

在陪她疯玩了十来年后，我清晰地看到，性

灵在她身上渐次苏醒。我们走过的路，看过的树，

赏过的花，捡过的果，以另一种生命形态，慢慢呈现。

我慢慢察觉到，自然生活带给她的好处。这

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我们在大自然中度过时

光，并不是因为它的各种好处，而是完全出于一种

生命的本能的需要。

建议所有的孩子，尤其是有志从事艺术工作

的孩子，经常到大自然中去。大自然是世界上最杰

出的艺术大师，它不光精通舞蹈，同时也精通音

乐、绘画、建筑和诗歌。当一个孩子坐在山峦之上，

听见大地响起悠扬的乐声，再回到琴房，他可能会

有惊人的长进。

现在有些家庭，因为父母的刻板无趣，孩子被

带得灵气全无，小小年纪，除了刷题就是刷题。如

何让这些孩子恢复应有的朝气和性灵？不如放空。

让这些孩子变空。时间上空间上精神上，变空。

空灵空灵，有空才可能有灵。那些把孩子填得十

分满的父母，如果不改变观念，是不太可能拥抱一

个充满灵性的孩子的。

性灵需要养护，性灵考验父母。

前一段爬山，看见一个孩子，一个小小的女孩，

大约三岁，她执着地把一路上看见的枯树枝全都

捡起来，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她就这样欢快地在

山路上奔跑着寻觅着，抱着她珍贵的树枝摇摇摆

摆地向前去。这个小小的抱薪者，就这样捡了一

路抱了一路，她把辛苦的爬山路，变成兴致勃勃的

发现之旅。这样的孩子，这样有着原始的激情和

良善的自性的孩子，是世上的宝藏。

阳光照耀过的树叶，和没有照耀过的树叶，

蝴蝶亲吻过的花蕊，和没有亲吻过的花蕊，看过

月光的眼睛，和没有看过的眼睛，肉眼看去并无区

别，但是，它们确实不一样，它们怎么可能一样呢，

某个有质量的瞬间，彻底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它们。

正是这些扑朔迷离的改变，让生命变得有趣，让

未来充满期待，难道不是这样吗？

妈手记慧家庭教育·成长改变类栏目

慧妈简介 >>

长沙人，曾在《黄

金 时 代》、《 年 轻

人》和《知音》三

家杂志社 从事编

辑工作 16 年，现

居长沙，自由写作。

汤馨敏

养护孩子的性灵，考验的是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