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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儿童隐藏着未来的命运，隐藏着人性的秘密，早期的毫厘之差会导致日
后生活的重大偏离，成人的幸福是与他在儿童时期的生活紧密相联的。
确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但要面临各种学习压力，还要面临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各种心理问
题也油然而生，这也被人们称为“成长的烦恼”。
一般来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行为问题，这种问题程度最轻，多发生在年龄较
小的儿童身上。
二是人格缺陷，有些孩子在人格发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人格特征和结构的偏异，如自卑、冲动
、敏感多疑、交往障碍、偏执等。
三是心理障碍，主要是学校适应障碍、考试综合征、神经衰弱等。
四是心理疾病，如儿童多动症、抑郁症、癔症、精神分裂症等。
把握好孩子的心理，让孩子构建起健康健全的人格，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责任。
遗憾的是，孩子的很多心理问题都是在家庭当中造成的。
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方法、家庭成员的关系和养育方式对儿童的行为有明显影响。
家长采用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比例明显升高，因此，家长需要重视自身修养，改
变教养方式，避免使用粗暴、放任的教育方式，而应采用启发、鼓励、说服等教育方式。
在离婚率日趋增高的今天，家长们应该注重家庭结构的稳定，重视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同时，采用隔代抚养的家庭既要注意不宜过分溺爱和迁就孩子，避免孩子形成任性的不良个性；也要
注意不宜过分保护和代替孩子，避免孩子产生过分依赖的行为，从而产生人格的偏离。
总之，儿童的性格是从实践中形成的，年幼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定型，许多不良行为都是由模仿而来
，可塑性较大，所以，父母应该注意抚养、教育方式，杜绝子女受到不良刺激，使儿童健康成长发育
。
本书正是针对青少年日趋多变的心理问题而编写，从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学习障碍、性问题、社会
交往及人格特征六个方面对孩子经常出现的典型心理作了细致的分析，并结合案例为家长提供了一些
可操作的方法和对策。
编著者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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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但要面临各种学习压力，还要面临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各种心理问题也油
然而生，这也被人们称为“成长的烦恼”。
本书正是针对青少年日趋多变的心理问题而编写，从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学习障碍、性问题、社会
交往及人格特征六个方面对孩子经常出现的典型心理作了细致的分析，并结合案例为家长提供了一些
可操作的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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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破解孩子的怪异行为一、平静对待犯拧的孩子浩浩快四岁了，他从小是个好脾气的孩子，能吃
能睡，生活很有规律，因此长得也挺健壮的。
但是，最近浩浩却不像以前那样听话了。
他总是喜欢跟爸爸妈妈犯拧。
妈妈说东，他偏要往西；妈妈让他把玩具放进整理箱里，他偏要放得满地都是；妈妈说玻璃杯容易破
，小孩子不要拿，他偏要拿，结果不小心摔破了；妈妈说先弹琴再看动画片，他偏要先看动画片再弹
琴⋯⋯这不，上幼儿园之前，妈妈说要浩浩穿那套新买的衣服，浩浩却一定要穿那套已经脏得不行了
的衣服。
为此，母子俩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妈妈索性就说：“那就穿那套脏衣服吧，脏是脏点，不过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谁知，当妈妈要让浩浩穿那套脏衣服时，他却不想穿了，而是乖乖地穿上了妈妈新买来的那套衣服
。
接下来，妈妈要浩浩快点吃饭，否则上幼儿园要迟到了。
但是，浩浩故意慢腾腾的。
妈妈一气之下就说：“那你慢慢吃吧，反正只是迟到一会儿，大不了让老师骂几句。
”谁知，浩浩立马端起饭碗，很快就把饭吃完了，然后拉着妈妈的手说：“我吃完了，快点带我去幼
儿园吧否则要迟到了！
”妈妈真是哭笑不得。
后来，当浩浩再犯拧时，妈妈索性顺着他。
有时候，为了让浩浩听自己的话，妈妈索性说“反话”，结果，浩浩总是会“上当”。
心理专栏很多人都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比较逆反，事实上，人生的第一个反抗期出现在3～4岁。
从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说，3岁之前的孩子在心理上处于与父母一体的状态。
3岁以后，孩子的大脑皮层快速发育，语言、运动能力大大提高，渐渐能够区分自己与环境的不同，
从而产生了独立行动的愿望。
同时，孩子已经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要完全依靠父母，他已经能够独立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孩子的好奇心时刻激励着他去探索外部的世界，去试探自己的能力。
每当孩子学会独立做一件事情时，他的内心会感到无比的快乐。
而一旦孩子感觉到自己想要独立行动的愿望受到限制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反抗的倾向，不听父母的指
令而自行其道。
处于“第一反抗期”的孩子往往有以下的表现：心理发展出现独立的萌芽，自我意识开始发展，好奇
心强，有了自主的愿望，喜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希望别人来干涉自己的行动，一旦遭到父母的反
对和制止，就容易说反话、顶嘴。
事实上，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三四岁期间表现出反抗精神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心理健康、独立坚强的
人，而丝毫没有反抗表现的孩子，则往往在性格上趋于软弱和寡断。
对于处于“第一反抗期”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教养态度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孩子良好的个性品质的
形成。
因此，正确对待处于“反抗期”的孩子是很重要的。
专家建设经历“反抗期”是孩子正常发育的必然阶段，帮助孩子渡过这个特殊的时期则是每一位家长
必须做到的。
那么，家长应该怎样面对处于“反抗期”的孩子呢？
建议1：尊重孩子的意向处于反抗期的孩子往往不喜欢别人吩咐他做事或被迫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不
管别人的意见正确与否。
了解了这些，做父母的就明白了孩子不是故意跟你作对，而是成长的必然过程和需要。
因此，父母不必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强硬态度来迫使孩子屈服。
实际上，这时如果成人打骂孩子，不仅不可能让孩子屈服，而且容易导致亲子关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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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父母应该尽量给孩子提供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去尝试。
虽然许多事情对成人来说是乏味的、无趣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却是充满好奇和新鲜的，他们能够
在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中体验成功的喜悦，感受到自己能力的增长。
比如，孩子想到雨里去玩，你就给他穿上雨衣、雨靴让他去玩吧；孩子想自己扫地，给他一把扫帚让
他去扫地吧，哪怕越扫越脏；孩子想自已洗衣服，你就给他一个盆，递块肥皂，几件衣服，让他去洗
吧，哪怕越洗越脏⋯⋯如果父母带着欣赏的眼光，远远地看孩子去探索、去尝试，让孩子在探索和尝
试当中获得快乐，这对孩子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孩子往往没有预见能力，一旦遇到危险的情况，父母应及时提醒孩子。
建议2：让孩子有所选择孩子到了两三岁，喜欢跟父母说“不”，这其实是孩子建立自我和自尊的第
一步，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求有和大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并对成人的指挥和安排表现出越
来越大的选择性。
对孩子的这种反抗行为，父母既不能一味地满足，也不能过多地限制。
一味地满足孩子，容易造成孩子任性和执拗的坏脾气；而过多地限制孩子，则会挫伤孩子的自尊心，
让孩子变得过于顺从和依赖，从而缺乏自立能力。
父母可以把自己所期盼孩子接受的做法与其他几种可能摆在一起让他选择，比如，想让孩子洗澡，可
以提前跟他说：“你是想现在去洗澡，还是等看完动画片再去洗澡？
”想让孩子自己玩，不打扰父母，可以对孩子说：“你是想玩积木，还是想看漫画书？
”这样既可以让孩子有所独立，又能让孩子心甘情愿地顺从你的建议。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有所选择表示父母是尊重自己的，结果是自己选择的，孩子因为不会有被迫感，
因此去做的时候会感觉到快乐。
建议3：用反话激将孩子激将法是利用孩子自尊心和逆反心理积极的一面，从相反的角度，以“刺激
”的方式对孩子寄予良好的期望，以激起孩子“不服气”“不服输”的精神，使孩子产生一种奋发进
取的“内驱力”，将自己的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像上例中的妈妈，了解到孩子的想法后，就从反面来要求孩子，孩子因为不想听从妈妈的意见，一定
要跟妈妈“对着干”，结果，正好做了妈妈希望他做的事情。
比如，妈妈想要孩子自己穿衣服时，可以说：“我觉得你自己肯定穿不好衣服，不如让我替你穿吧？
”有逆反心理的孩子往往说：“我才不要你给我穿呢，我自己来穿！
”结果，孩子会认真地自己穿起衣服来。
当然，用反话激将孩子时也要注意，要用平淡的语气，不要让孩子感觉出来你是在捉弄他，更不要在
孩子做好后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上当了，否则孩子的逆反心理会更严重。
而且，激将法也不可用得过多，用滥了就没有效果了。
父母要记住，不要小看年幼孩子的能力，不要试图用家长的威严去压制孩子，更不要与“反抗期”的
孩子对着干，否则，孩子不是与你对抗到底就是永远长不大！
二、纠正孩子的任性和蛮横思思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从小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变得非常蛮横无礼
。
她经常是想到什么就要父母去做，一定要满足她的要求才行。
比如，她看到人家在喝旺仔牛奶，她不管家里有许多其他牛奶，就一定要让父母去买旺仔牛奶。
有一次，思思发脾气，一定要妈妈陪着她，不让妈妈做家务，到晚饭时间了，也不让妈妈做晚饭，直
到她情绪好了，才允许妈妈做晚饭。
还有一次，思思突然说要到十里之外的姥姥家去，妈妈对思思说：“这么晚了，你先把作业完成，明
天妈妈带你去。
”思思很不乐意，跟妈妈发脾气闹了好一会儿。
妈妈也生气了，就说了思思几句，没想到思思一气之下就跑了出去。
妈妈当时正在气头上，也没去拦她，谁知，直到快要睡觉时，思思还没回来，妈妈真是急坏了。
后来，还是思思的一个同学打电话来，说思思在她家里。
于是，妈妈赶紧把思思接回来了。
孩子这样任性，思思的父母真是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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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专栏任性是指放任性情，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任性是个性偏执、意志薄弱和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表现。
轻度的任性是每个孩子都有的一种心理，这是正常的。
许多孩子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往往通过任性来要挟成人，这其实也是孩子撒娇的一种表现方式
。
但是，如果孩子的任性过了头，动不动就耍脾气，蛮横地要求成人完全顺着自己，这就是一种不正常
心态。
当然，孩子的任性并不是天生的，造成孩子任性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模仿他人：如果
孩子周围的人有任性的现象，而且任性达到了目的，孩子就会模仿别人的任性；父母的迁就：如果父
母对孩子的不合理要求经常迁就，孩子就会形成一种心理和行为定势，认为自己的任性是可以的；父
母的苛刻：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于苛刻，孩子难以达到，就会产生逆反心理和抵抗行为，久而久
之，就会变得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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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家庭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要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没有成效
可言。
 　　——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 儿童隐藏着未来的命运，隐藏着人性的秘密，早期的毫厘之差会异教
日后生活的重大偏离，成人的幸福是与他在儿童时期的那种生活紧密相连的。
 　　——意大利教育蒙台梭利 对成人而言，儿童的心灵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们应该努力地探寻隐藏在儿童背后的那种可理解的原因。
没有某个原因，某个动机，他就不会做任何事情。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 既然我们教儿童，我们就要了解儿童怎样思维，儿童怎样学习⋯⋯
也许，我们只是自以为了解了他们。
 　　——法籍瑞士教育家皮亚杰 孩子是否有优良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能否成为一个全愿
的人才，也决定着他是否在将来有所成就。
而孩子性格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育。
 　　——德国教育家老卡尔·威特 假若孩子在实际生活中确认。
他的任性要求都能满足，他的不听话并未遭致任何不愉快的后果，那么就渐渐习惯于顽皮、任性、捣
乱、不听话，之后就慢慢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苏联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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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何把握孩子的心理》正是针对儿童在成长期所遇到的一些行为“问题”而编写的好书！
儿童的性格是从实践中形成的，年幼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定型，许多不良行为都是由模仿而来，可塑
性较大，所以，父母应该注意抚养、教育方式，杜绝子女受到不良刺激，使儿童健康成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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