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厌学拒学、沉迷网络、暴躁易怒、
生活疏懒、不愿沟通……从小学高年
级到初中阶段，有不少家长发现，小
时候那个乖乖娃不见了，孩子仿佛成
为“陌生人”——有的行为叛逆，极端
情况下甚至自伤。

面对孩子种种“异常”行为，家长
该怎么办？半月谈记者就此专访中
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
八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吴宁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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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学拒学、暴躁易怒、不愿沟通……

青春期孩子变成“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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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异常”行为
并非全是病

这代孩子更难管？

满足孩子三种需求
半月谈记者：当孩子拒

学、摆烂、不服管时，家长该怎
么办？

吴宁：面对孩子叛逆，家
长应坚持几条原则。一要回
应孩子对独立性的需要。养
育孩子要像漏斗一样，小时候
做他们的保姆，全方位照顾；
到了青春期，碗口则要逐渐张
开，给其充足的自主发展空
间。二要多听少讲。不要总
是告诉孩子结论性的东西，要
学会启发式提问。当孩子的
想法明显错误时，家长也不要
急于踩刹车，除非是受到不可
逆伤害。挫折经历可以帮助
孩子发展纠错能力。三要给
孩子的行为设立边界。青春
期孩子还没有很好的控制力，
父母要给孩子的行为设立边
界，培养其是非观和规则意
识，帮助孩子认识并提高为自
己行为负责的能力。在此过
程中，家长不能焦虑，要温柔

坚定，行动有力。
半月谈记者：许多家长面

对严重叛逆的孩子时束手无
策，生出“随他去吧”“接受现
实”等想法。您怎么看?

吴宁：不得不承认，上一
代人的部分经验解决不了这
一代孩子的问题。降低期望、
接受现实是一种策略性的无
奈选择。但一个低功能的孩
子，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孩子，
他们自己也不会快乐，这不是
我们想要的状态。家长能力
不足，就要学习或借力，努力
提高自己的能力，帮助孩子认
识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半月谈记者：虽然大多数
孩子会在青春期做一些叛逆
行为，但也有不少孩子过渡平
稳。有没有规律可循？

吴宁：一个孩子的健康成
长，需要满足三种需求：自主
性、胜任感和归属感。自主性
是青春期孩子权利争夺的核

心，家长要适时从主驾驶退到
副驾驶位置上，给孩子一定的
时间、空间、金钱等方面的尊
重和自由，并及时启发、引导
孩子自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这样既满足孩子对自主
性的需求，孩子在解决问题后
也会有胜任感。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土壤，
那些青春期过渡平稳、成年生
活幸福的人，往往童年拥有平
稳和谐的成长环境。如果生
活在充满冲突、冷漠的家庭，
孩子消化不了成人世界的烦
恼，有的甚至以某种极端方
式为家庭内部纠错。所以，
当孩子出现叛逆行为时，家
长应先从自身、夫妻关系以
及家庭氛围上反思。对于处
于青春期的孩子，家长应怀
抱信心，正确认识青春期，帮
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成长的
关键阶段。

（据《半月谈》）

半月谈记者：不少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会
出现逆反现象，有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和
父母沟通，甚至伤害自己的身体。

吴宁：我们门诊接诊过不少青春期的孩
子，而且接诊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但从行为
特征看，大多属于青春期叛逆行为，达不到疾
病化程度。

半月谈记者：青春期叛逆行为和青少年
精神心理疾病有什么区别？

吴宁：青春期是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
高发期，临床上有多种表现，常见的有对立违
抗障碍和抑郁症。青春期叛逆行为则是正常
行为，不属于心理疾病。

具体而言，叛逆行为主要表现为不听家
长讲道理，强调自己的主见，有的更与父母激
烈对抗，但对抗行为不会造成功能上的影
响。比如，对抗结束后，他们照常上下学，照
样交朋友。

青春期叛逆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
变成对立违抗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是比较严
重的心理疾病，通常孩子 5 至 8 岁就出现苗
头，青春期更加严重。它有3个特点：一是对
抗性行为，即对主要抚养人、老师的管教产生
强烈对抗，并把责任推给别人。二是愤怒暴
怒，有攻击性行为，偶尔有些愤怒没表达出来
就会自伤。三是有很多消极情绪，无法适应
学校生活，无法进行有效社交，且持续超过6
个月。这3个特征不是偶发，而是弥散在生活
中跨情境发生。

抑郁症则有思维迟缓、情绪低落、社交
退缩、行为迟缓等多项特征，核心症状是快
感缺失，且持续发作超过两周，并出现失眠、
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正常上学等症状。抑
郁症患者的消极情绪是被动反应，很少出现
冲动和攻击性，他们通常不攻击别人，只攻击
自己。

半月谈记者：为什么孩子
在青春期会出现叛逆行为？

吴宁：进入青春期后，孩子
大脑的情绪中枢（俗称感性脑）
先发育完成，但是控制情绪的
理性脑还在发育中，直到25岁
才能有比较好的自我控制能
力。青春期是整合感性和理性
的关键期，对孩子们来说，一个
重要的心理任务就是要长大，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很容
易引发与家长的对抗。

半月 谈 记 者 ：有 家 长 感

叹，这一代孩子比上一代更
难管。

吴宁：对抗父母、不服管
教，甚至厌学自伤，是在青春期
神经发育和心理发育基础上对
压力的一种综合反应。家长应
了解一些青春期神经系统的发
育特点、心理发展任务和行为上
的特点。

孩子出现心理疾病，生物、
心理、社会因素都不能忽略。
从生物遗传学上看，这些孩子
可能有一些遗传性精神疾病，

表现为对冲动的控制力比较差
等。从心理学上看，这与极端
的育儿方式有较大关系。来就
诊的孩子很多有着相似成长背
景：父母有一定文化水平，对孩
子期望比较高，但生活上对孩
子过于骄纵、溺爱，学业上又过
于专制。社会因素则比较复
杂，包括竞争激烈、评价频繁
等，这是个体无法改变的。所
谓这代孩子更难管，主要是指
教养方式和生活环境与上一代
有较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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