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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美好的青春期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身体初步成

熟，而心理却未成熟，于是常常会遭
遇各种挫折感， 心理变得更加矛盾，

甚至烦躁！

父母如果此时强行管制，效果肯定是
适得其反。 而是要先试着跟孩子做朋友，

真正理解他，尊重他，才能正确引导他。

不妨多给他看一些积极的励志
书，比如名人传记等，让他内心有个

学习的楷模。用心目中的榜样来约束
自己的行为。

另外，他的社交圈虽然我们无法
干预，至少可以给予他一个健康的社
交氛围，比如多带他出去接触接触不
同的人，去高校学府感受等。

父亲的理性和信任感此时更能
赢得孩子的内心，比焦虑的母亲沟通
起来要简单许多，所以父亲一定要参

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来。

不同时期的孩子，有着不同的心
理变化，所以我们的教养方式不能一
成不变。

做父母， 也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学
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家长！ 无论何
时，请记得收起你的家长专制！另外，夫
妻恩爱是最好的家长，家庭氛围越是剑
拔弩张，孩子就越容易叛逆。 （王平平）

决定孩子发展的

4种教育风格

要培养孩子有爱心、 懂得照顾别人、

善于与人交往，什么方法最有效？

将近半个世纪前， 心理学家就发现：

父母的养育风格，直接决定了亲子交往的
质量，是影响教育效果的神奇“开关”，对
于孩子的社会交往技能的发展影响深远。

[

权威型
]

父母的特点：关心孩子，倾听孩子，对
孩子的需要能作出敏感的反应，给孩子贴
心的帮助，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对
孩子提出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一个人
适应社会所必需的，而不是从父母自身的
喜好或者情绪出发的， 因此也是理性的、

一贯的。向孩子解释为什么要对他提出这
些要求，同时鼓励孩子与自己交流。

家庭的气氛： 父母和孩子很亲密，情
感和思想的交流都很充分。孩子觉得父母
可亲可敬，信赖父母，对父母的教育持开
放和接受的态度，父母在孩子心目中有很
高的威信。

孩子的发展：孩子易于形成友善、真诚、

合作、自立的品质，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社会适应良好，能愉快而自信地学习。

[

专制型
]

父母的特点： 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并
且要孩子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各种要求，一
旦孩子违反，会严厉地惩罚孩子。 与权威
型父母相比，他们对孩子提出的要求更多
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很少跟孩子解释为什
么要这样做，使孩子几乎无法独立选择自
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不关心孩子，孩子感受不到他们的温
暖和支持。

孩子的发展：在这类家庭中长大的孩
子，往往容易形成行为上的两面性，而且
焦虑、退缩、不满、对人缺乏信任，同时也
缺乏自信，心情不开朗，容易产生报复心
理和攻击行为。

[

纵容型
]

父母的特点： 无条件地爱和接受孩
子，但对孩子没有要求，不加控制，或者即
便提了要求，也不坚持让孩子做到，大有
尽量让孩子自我管理的味道。

孩子的发展：由于缺乏指引，孩子常
常不知道一件事情自己该不该做、做得对
不对。 这些孩子看上去是家里的“小皇
帝”，但是内心常常焦虑不安，而且心理发
展不成熟，自控能力很差，缺乏进取心和
探索精神。

[

忽略型
]

父母的特点：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需
要中，既不关心孩子，也不对孩子提要求。

对孩子漠然、拒绝，亲子之间缺乏交
往和沟通。

孩子的发展： 产生很多行为问题，身
心都得不到健康发展。

小贴士
判断父母的养育风格可以依据两个

标准：一是父母是否关爱孩子，二是父母
对孩子是否提出要求。

(

刘华）

家长必知

孩子人生的 3次叛逆期

相信很多已经为人父母的朋
友都知道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叛逆
期。 知道， 在那段时间里的“可
怕”。 所以，在面对自己孩子叛逆
期的时候， 家长都希望自己能够
用最温和的方式来伴随孩子，走
过叛逆期。

当然，可能有部分家长认为，

其实，所谓叛逆，不过是大人一厢
情愿的说法， 对孩子来说那是人
家成长的一个标志而已。

但是， 小编想要提醒这些家
长，其实所谓的叛逆期，就是因为
家长无法真正理解孩子的某些行
为背后的心理需求， 没有尊重孩
子的成长而形成的。 今天小编就
要告诉各位家长， 孩子人生的

3

次叛逆期，你们一定要知道。千万
不可忽视。

第一个叛逆期：可怕的两岁左右
孩子在两岁左右自我意识开始

变得强烈，所以就会从之前的“小乖
乖”变成一个令人感到无奈的“小恶
魔”。凡事总喜欢以“不”字打头，他最
喜欢的事情就是在你说的指令前面
加个“不”字来回应。

比如：“睡觉！ ”“不觉！ ”“吃饭！ ”

“不饭！ ”“叫阿姨！ ”“不阿姨！ ”等。

有的妈妈说她的孩子在一岁多
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叛逆了，那可能是
因为妈妈在跟孩子交流时，总喜欢命
令式的不要怎样，不许怎样，孩子就
过早地学会了说“不”。

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你是
怎么样的，在他那里就会得到反射。所
以改变孩子的关键，还是先改变自己！

而且孩子虽然有了强烈的自我意
识，但是在与人交往中，很多想法他不
知道该如何表达， 比如当别人抢他玩
具时， 情急之下他会做出拳打脚踢的
动作。一个是因为手脚敏感期，一个是
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该怎样正确表达意
见，慌乱中做出的随心所欲的反应。

那么父母该如何管教这一时期
的孩子呢？

1.

切记不要太民主
很多家长似乎很民主，凡事都与

孩子用商量的口气，我们去吃饭好不
好？ 我们一起刷牙好不好？ 孩子这种
情况下大都会回答“不好！ ”接着你又
会开始发脾气或者讲道理，那宝宝会
更听不进去。

2.

让孩子做选择题
在要求孩子前，用你自己所能接

受的选择方式，给出他两个选择！ 比
如你想吃米饭还是面条？咱们现在出
去，还是

5

分钟后出去？

当然， 有的小孩会给出额外的答
案，那你就明确地告诉他，这不是选择
范围内的， 然后很严肃地再重复一遍
自己的命题。其实，很多时候小孩子也
不想给家长太多的冲撞， 一般此时他
会根据你的范围来选择的。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孩子很好
的引导，另一方面让孩子觉得你非常
尊重他，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

3.

不要总是用命令的口气交流
比如：不许把玩具到处乱扔！ 其

实你直接说： “宝宝应该把玩具放
好！ ”这句他更乐意接受。

家长粗暴，孩子就会跟着学习你
的粗暴，接着就是无休止地“以暴制
暴”，所以家长要首先改变

1%

，那宝
宝就会改变

99%

。

4.

给出孩子做准备的时间
虽然孩子是以玩为主，但是那也

是他的“工作”，不是你粗暴地喊停，

他就必须立马停止的，你要给他做出
反应的时间。

比如：出门前尽早提醒，

5

分钟后
我们出门去哦！

再比如：“快去洗手，吃饭！ 不要
磨磨蹭蹭的！ ”改为“宝宝，再过

5

分
钟，我们要吃饭了哦！ ”

想想哪种方式孩子更乐意接受呢？

交流的方式不同，收效自然会不同！

5.

让更多的人参与孩子的成长
孩子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一手带

大的孩子，早就摸清了妈妈的脾气秉
性，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在“斗智斗勇”

中取胜。

如果爸爸能多跟孩子交流，不需
要管教，也不需要讲道理，只是陪他
玩儿，做给他看，他自然会明白什么
是规则，什么是规矩！

第二个叛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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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大人儿
孩子进入小学后，学会了更多的

知识和生活经验，他觉得自己已经长
大了，是个“小大人儿”了，极力想挣
脱父母的掌控，于是就变得处处喜欢
跟大人“唱反调”。

既然孩子变化了，父母的教养方

式就得跟着变！ 不然头疼的是你自
己，而且孩子还会因为没得到恰当引
导，变得更加叛逆，甚至学习成绩也
因此下降，最终无法挽回！

父母要遇事多跟孩子商量，不搞
家长专权， 有些事情孩子能做主的，

不妨让他自己做主。

此时，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
律非常重要，比如饭前做作业，饭后
看二十分钟电视，这些约定俗成的事
情，有助于帮你更好地约束孩子的不
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