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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小太阳”，谁都希望做明智、成功的父母，让家里的“小太阳”健康、快
乐地成长。
然而，孩子会遇到各种成长的烦恼，这给父母带来了许多教子的困惑。
父母该怎样与孩子说悄悄话，帮助他们消除成长的烦恼，伴他们快乐成长？
父母怎样消除教子的困惑，成就和睦的幸福家庭？
　　《与父母谈人生》是写给天下父母的教子指南。
这本颇具实用性的教子必读书告诉为人父母者要倾听孩子的心声，用健康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应对教
子的烦恼，做成功的父母，帮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成就完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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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莎贝拉·利特尔是一位业绩非凡的职场女强人、一位出色的演说家，还是一位优秀的业余摄影
师，最重要的，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她一直是女儿的贴心朋友，陪女儿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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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art1 青少年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话题1.人际关系　　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如行云般变幻莫测，捉
摸不定。
步入青春期后，孩子和同龄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关系对他们的幸福和情感不可或缺，影响
重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日渐成熟，青少年时期的人际关系对以后各种人际关系，比如家庭关系、朋友
关系、师生关系及其他关系，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孩子今天在意与父母的关系，明天又看重与朋友的关系，父母看在眼中，心里倍感失落。
以前，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听孩子倾诉，与孩子拥抱，为孩子出谋划策，解决问题。
如今，孩子突然把重心转移到朋友和同学身上，父母会觉得自己被孩子遗忘，为他人所取代。
　　家人　　步入青春期，孩子开始从依赖走向自立，逐渐离开父母；到了一定阶段，他们会认为家
庭的照顾和关爱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心理学家解释说，这个阶段很正常，也很必要，但仍需进行一些调整。
　　父母经常如是说：“过去我和孩子关系很亲密，孩子总和我分享经历，我们共享欢乐，同担问题
。
但如今他们与朋友分享一切，而我似乎无足轻重。
”　　或许父母会觉得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但实际上，青少年仍然需要温馨和睦的家庭，渴望得
到家人支持。
孩子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表达自己对家庭的需要，甚至会给父母这种感觉：孩子只是把家当作旅馆、饭
店和提款机而已。
然而，尽管父母角色变了（有时父母的角色让人捉摸不透，迷惑不解），重要性却一如既往。
以下是孩子们的心里话：　　“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爱着爸妈。
只是我们也爱朋友，需要一些个人空间。
如果我们说话有所保留，爸妈不要觉得不安，毕竟有些事我们只想和伙伴分享。
”“我们会不断向外开拓，但想到爸妈就在身边，就会感到非常安心，并感受到为人所爱的幸福。
”“我喜欢保留隐私，讨厌爸妈问东问西，但我想我更讨厌他们对我的事不闻不问。
”　　父母难当，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还可从中了解到，为何父母在处理自己和孩子的关系时，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把握不好分寸。
父母内心矛盾不已：是干涉过多，还是关心过少；是管得太宽，还是支持不足。
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把握好关心的尺度，这才是最受孩子欢迎的！
　　朋友　　中学时代的友谊更是多变。
学校顾问常说，初二和初三的孩子关系非常微妙，旧友谊或改变或结束，新友谊开始形成。
青少年生理逐渐成熟，荷尔蒙分泌过剩，因此，情绪常常起伏不定，如同坐上过山车一般，连他们自
己都无从理解，无法控制。
　　在成长和成熟的不同阶段，青少年的兴趣和需求各不相同，可能过去亲密无间的朋友如今却志不
同道不合，最终分道扬镳。
如果孩子被朋友甩在身后，遭到朋友排斥，就会深受打击，心情低落，不敢去学校。
　　友谊还深受个人性格、自尊和生存之道的影响。
面对新环境，有些青少年激情澎湃、自信十足地投入其中，有些却害羞笨拙，意志消沉，挣扎不已。
转校生的日子更不好过。
新学校里的同学彼此认识多年，友谊坚固，想融入他们更是难上加难。
但不转校也难保友谊不出现变故。
　　据女孩们所言，有些朋友阴险尖刻，嫉妒善变，两面三刀，自己内心孤独，为此苦恼不已。
而男孩们的反馈则是：除了内心孤独以外，他们不开心往往是因为被人欺侮，遭到挑衅，迫于同伴压
力不得不参与抽烟、酗酒、吸毒、加入团伙、小偷小摸等勾当。
　　拉帮结伙也时有发生，帮派里有人被称作“酷哥”、“运动高手”，也有人被叫做“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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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或“叛徒”。
被归为废物之流总会让青少年伤心欲绝，很多人为了不被贴上“废物”或“呆子”的标签，逞一时意
气，做出一些出乎自己意料的事。
青少年需要被人接受，有所归属，这种需求极为强烈，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深受影响。
　　父母远远观望，很难看清这些明潮暗涌，因此犹豫不决，不知何时该插手帮忙，何时该放手让孩
子自己解决。
一些心理学家警告家长：不要急着卷入孩子的纠纷。
孩子之间的争吵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第二天又变回世上最好的朋友。
这时，父母需要再次发挥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能力搞清问题，做出正确决断。
　　恋人　　恋爱的年纪似乎越来越早。
某些家长反映，他们的女儿才9岁，就因为没有异性朋友而灰心丧气。
在一些学校，孩子十几岁就正儿八经地谈起了恋爱。
　　有些青少年每次恋爱只和一个人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忠于对方。
还有些青少年则同时和几个人交往，把恋爱当成有趣的挑战，吸引别人留心最新情况，关注谁留下，
谁出局。
　　与过去相比，如今朋友间分享了更多私密的细节，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和恋人到了第几垒。
（“话题6：性行为”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谈话中，大家会谈论谁和谁到了哪一步，亲吻之类的话题常令人浮想联翩。
　　此类谈话令很多人焦虑不安。
青少年发现自己的秘密被不该知道的人得知，为此感到尴尬羞愧；孩子的口无遮拦令家长或学校顾问
惊恐不已：有些私密的细节泄露出去后，当事人黯然心伤，不愿再见某些人，若不能转校或搬家，得
花上几个月（有时甚至数年）才能走出阴影。
尽管如此，对于此类话题青少年仍乐此不疲，毫无收敛之势。
　　青少年谈恋爱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有机会接触异性。
在男女同校的学校里，青少年更容易接触到异性；有些孩子有兄弟姐妹或亲密的异性朋友，因此很擅
长与异性打交道。
男女同校问题常在父母中引发有趣争论。
一些父母认为，男女同校会让孩子在恋爱和约会上耗费太多精力：另一些父母则感到，男女分校不利
于男女沟通与相处技巧的培养。
男校或女校的学生发现，与异性接触的最好机会是参加社交联欢会、聚会、体育运动及其他校外活动
，或者光顾青少年常去的场所。
　　女孩角色的转变也影响了如今的恋爱关系。
女孩不像过去那样被动，而是扮演起追求者的角色。
过去，女孩总是等着男孩发起甜蜜攻势，如今却常常主动追求男生。
有些男孩被女孩追得透不过气来，费尽心思躲避她们，拒接她们锲而不舍的连环电话；有些男孩却在
粉丝团的疯狂拥戴中纵情作乐。
在这种“主动追求”的模式下，很多女孩甚至主动提出与男孩发生性关系（讨得一些人欢心，却让一
些人惊心），通常到最后双方都刹不住车了。
　　其他因素　　从我们得到的反馈中可以看出，在人际关系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令青少年忧心。
这些因素包括：　　相貌端正，衣着得体。
　　自己在意的人，是否也那么在意自己。
（若自己太在乎对方，内心容易焦虑不安；若对方太在乎自己，自己就会觉得厌烦，对对方不屑一顾
。
）　　是否需要保持忠诚，亲吻别人是否合适。
　　猜测女孩的所想所需——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如果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必能史上留名！
　　改变嫉妒、散漫、犹豫的个性，不喜怒无常，不让人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改变自己，还要应
付专横跋扈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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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与自己合不来怎么办；好朋友开始约会，感觉自己被晾在一边，这种被人忽略的失落感怎样
克服。
　　何时打电话合适?今天人际关系繁杂多样，有亲朋好友，还有同学长辈，但无论什么关系，出于什
么理由，打电话适时性这个老问题依然困扰着许多青少年。
　　别人以爱的名义向自己施压，自己迫于压力，不得已做出违背自我判断和价值观的事。
许多青少年抽烟、喝酒、吸毒、拉帮结伙，不是为了取悦同伴，就是被荷尔蒙蒙蔽了理智，导致盲从
。
　　分手之后医治心灵创伤。
很多青少年因为失恋倍感失落，伤心欲绝，甚至因此患上抑郁症。
经历痛苦的分手之后，连看上去最自信、最乐观、最平和的年轻人，都可能瞬间跌入痛苦的谷底，意
志消沉，不安，自卑，无力拒绝酒精或毒品。
此时，父母常常感到自己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爱的孩子在痛苦中挣扎。
那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感受。
　　我在写《与女儿谈人生》和《与儿子谈人生》时，曾经进行过调查，以上因素在调查中特别突出
。
在一次采访中，我发现有一点非常有趣。
当时我采访了一群男孩（年纪在15岁到18岁之间），问他们最想从书中读到什么。
受思维定式影响，我以为男孩们不愿涉猎爱、恨、情、仇之类的话题，而想读到更实际、更实用的内
容，但出乎我的意料，不断有人让我提供资料，向我请教如何与人相处、怎样琢磨女孩心思之类的问
题。
　　很多男孩嘴上说：“让别人帮忙出主意实在太逊了——作为男人，你自己就应该知道怎样吸引女
生，搞好关系。
”当然，《与儿子谈人生》对男孩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
此次采访的教训就是：不要低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忧虑——对男孩、女孩都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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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解读子女成长的烦恼，消除父母教子的困惑，成就和睦的幸福家庭。
　　终于找到了一本“教子宝典”！
父母会遇到的各种教子的困惑和烦恼这本书都讲到了。
书中的探讨让人很受启发，我了解了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也明白了该如何对待
这些行为。
我想我不会再因孩子的问题而不知所措了。
　　——M.L，一位青春期男孩的父亲　　这本书太棒了！
它让我读懂了女儿的心思，我试着从她的角度出发，以朋友的身份给她贴心　　的建议。
她果然更容易接受了！
这真让人欣慰⋯⋯　　——8.C.，一位青春期女孩的母亲　　孩子不愿跟我们说话，给他建议也不被
采纳，这让我们怀疑他不再需要我们了。
看了这本书　　才豁然开朗，原来，哪怕遭到拒绝，我们的力量、支持和关心对孩子依然很重要！
　　——A.N.＆J.N.，一对中年夫妇　　建议单亲父母好好读读这本书，是它让我知道了“幸福的父
母才是好父母”！
　　——H.K.单身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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