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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培养人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包括情感和个性的塑造。
青春期孩子的情感和个性，均是在父母语言和行为的影响下形成的，尤其是父亲，他的一言一行对孩
子的心理成长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这在当今的家庭中常被忽视。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尤其是与青春期孩子的关系常常很僵。
幸运的是喜欢交朋友的我，能有机会观察多位父亲，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并观察由他们塑造的孩子
的心理世界的差异。
因此，我能深刻地认识到，在青少年成长的漫长过程中，父亲的语言和行为对孩子的心理世界所产生
的巨大影响，但无奈至今还没有看到一本好书专门描述这一现象，直到看见了Pickhardt博士写的书，
喜出望外，有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便决定一定要翻译过来，介绍给国内的广大父亲，希望本书能帮
助他们改善与青春期孩子的关系，能有助于为我们的祖国培养健康阳光的下一代。
育人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需要父母不厌其烦地、细致耐心地帮助他们的孩子成长，在这方面，母亲
常常做得比较好，父亲在家庭中常常以一种权威、不好沟通的方式呈现在孩子尤其是青春期孩子面前
。
只有发现自己的孩子在个性和情感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时，父母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巨大作用，然而为
时已晚。
因此，谨希望本书能改进父亲与自己孩子为数不多的交流方式，防止涓涓流水汇聚成一滩死水而后悔
不已。
本书有两个特色：一是观点新颖、系统全面。
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者大多热衷于探讨家庭中女性角色对孩子人格的影响，较少关心男性角色对孩
子人格的作用，似乎在家庭中教育孩子主要是女性的工作，而男性只需负责在外面的世界中打拼事业
，赚钱以养活家人。
于是在孩子教育失败后，女性大多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男性似乎不需要负责任。
然而家庭中的男性角色(父亲)对孩子的人格塑造确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这
一问题，并在书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包括青春期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既包括男性，也包括
女性。
二是观点讲解深入浅出，语言自然动人。
本书作者以平实、自然、通俗的语言叙述着自己的观点，没有使用生涩难懂、矫揉造作的词句，使读
者能够容易、准确地领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
将智慧的精华显现于波澜不惊处。
本书译者如下：序，祁志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第一章，杨春辉；第二章，陈晓华；第三章，
周其亮；第四章，李云；第五章，郭熠(空军装备研究院)；第六章，祁志强；第七章，许翔杰；第八
章，祁志强；第九至第十二章，柳恒超(上海市委党校)。
最后，祁志强和郭熠对全书进行了统稿、编辑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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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父亲对孩子成长可以起到各种重要积极作用，愿每一位父亲都发挥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影响，与母亲
携手共育智慧健康的孩子。
 父亲对孩子的一生有下列影响—— 　　1.父亲跟母亲是不同的。
 2.父亲更爱与孩子玩闹。
 3.父亲对孩子的推动作用更大。
 4.父亲使用的语言更复杂。
5.父亲对孩子的约束更多。
 6.父亲使孩子更社会化，为他走进现实世界做准备。
 7.父亲为孩子介绍男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行为。
8.父亲支持母亲。
 9.父亲更会帮助孩子发挥潜能。
父亲在生活中给孩子以积极的影响——1．　父亲是孩子游戏的重要伙伴。
2．　父亲是孩子形成积极个性品质的重要源泉3．　父亲是孩子社交技能提高的重要源泉4．　父亲是
孩子性别角色正常发展的重要源泉5．　父亲是孩子认知发展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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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皮卡哈特博士，家庭教育领域的心理学作家，美国著名家庭教育专家。
撰写了9本教子书和多部心理学著作。
皮卡哈特的两本青春期子女教养书《独生子女的幸福未来》《怎样做个体贴的父亲》由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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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序 言 第一课 父亲与母亲的关键差别 父亲不是母亲，青少年不是孩童父亲不是母亲父亲是一个
注重表现的家长青春期不再是孩童时代 第二课 为什么父亲会失去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呢由失落产生痛
苦的问题 表现失败的问题 不断升级的冲突 建立双向的联系 第三课 工作的烦恼 花时间在工作上，减少
了与家庭相处的时间让工作的束缚给家庭带来压力 把最好的状态奉献给工作而不是给家庭 第四课 弄
明白青春期变化的期望 否认的问题 知道你期待什么才是重要的 第一阶段：从儿童期分离 第二阶段：
重新定义身份 第三阶段：进入独立期 以错误为基础的教育 第五课  青春期早期的亲子关系（9到13岁
） 青春期与发育期 否定的态度 逆反 早期的试验 第六课 青春期中期的管理（13到15岁） 混乱的房间 
互联网 当行为变得勇敢 冲突的舞蹈 偷溜出去说谎的力量 第七课  青春期晚期的亲子关系（15到18岁） 
鼓励更多的责任感 在新行动开始时的焦虑 经费预算 物质使用如何推迟成熟 支持“做人做事的规则” 
第八课 自立试炼期的父亲行为（18到23岁） 生活方式上的压力 父亲的倦怠问题 孩子在自立试炼期的
三种脆弱性 从管束者到良师益友正确看待失败 自立试炼期结束的标志 最后结算 第九课   权威的维持 
约束和促成权威 青少年和家长权威 基于控制的和基于关心的权威 青少年的独立与成年人的权威 控制
的问题 控制策略 后悔的问题 全面地看待家长的影响力 权威与愤怒 谁主导着父亲的愤怒 愤怒和暴力 
当一个人易于发怒时 方法 第十课   引导交流 沟通的简单哲学 感觉被割裂 使交流中断的因素 说者和听
者的角色 电子媒体的干扰 了解的需求 性别上的差异 沟通等同于“说出来” 闭口不言的问题 鼓励沟通
的有效途径 害羞和闭嘴 当你的孩子不愿意和你谈论 父亲的责任 第十一课  抚养一个青少年女儿 为什
么青春期的女儿对父亲来说是迷惑的 当孩子有同性恋倾向架起跨越性别鸿沟的桥梁 家庭中女儿的青
春期的旅途 给女儿足够的距离 避免和女儿保持过远的距离 心不在焉的父亲 练习解决问题的艺术 教女
儿处理男女恋爱关系 性骚扰和性侵犯 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少数者 家庭中的性别歧视：边缘化的孤零零
的父亲的问题 第十二课  抚养一个青春期儿子 适应青春期的儿子 构建跨越差异的桥梁 解决差异 处理
与你青少年儿子的冲突 权力争斗和权力测试 探讨性的现实 讨论钱的可行性问题 最后的话语 父亲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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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在咨询中可以在青少年后期的行动上看到这种差异，他们正计划着告诉父母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
兴趣爱好：“我希望妈妈会喜欢我带回家的每个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获得爸爸的认可。
”或者有青少年表示：“我想妈妈能够爱我，并且我想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
”在你的孩子进入青春期时，这种区别对于作为父亲的你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记在脑中的。
如果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刻，在他们需要你的保护、认可和支持的时候，你不认可他们的表现，就会
造成你和孩子关系的破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父亲对青少年意外事件的两种不同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你怎么这么蠢，以前有没有学习过啊？
”第二种反应是：“在你处理你所做的事情引起的后果时，我会陪着你。
”如果你是青少年，你会接受哪种反应呢？
作为父亲，你想要给予哪种反应呢？
当你与孩子保持密切联系或断开与你孩子的关系时，作为一个父亲，你必须慎重地使用你的权力。
古老的为人父母的忠告仍然是值得借鉴的：父母可以不赞成孩子的行为，但不能否定孩子的为人。
“仅因为我不同意你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我会因你所做的事情而减少对你的爱。
”要辩证地看待父母的认可与父母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认可给行动以肯定，接受则给做人内在的意义和价值以肯定。
作为一位父亲．你需要清楚地向孩子传达你的接纳是不变的和无条件的，而你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并且
要根据孩子的选择进行适当的调整。
你对孩子的接纳并不保证你一定要批准孩子的选择(我的部分工作就是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所作所为是如
何想的)，而你的不赞成也并不会改变你对孩子的接纳(“不管孩子如何做，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永恒不
变的”)。
我相信，婴儿早期与父母之间关系的差别会造成以后父母角色的性别差异。
然而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父母角色的交互作用仍然很复杂。
心理学中关于性别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行为上的差异，还有部分尚未解决或者正在进行辩
论(Rhoads，2005)。
我的观点是，先天的性别和后天的教养在区分母亲和父亲角色时都有一定的作用。
在先天的生物学意义上，父亲不是以与孩子在身体上的附属关系来开始为人父母的，也不是像母亲那
样开始早期的亲子关系。
同时在后天的性格角色塑造过程中，男孩和女孩在成长中逐渐了解了不同社会性别的含义。
详细地描述就是，在同性的同辈中，那些参与社会性别角色训练的男孩和女孩倾向于接受一般意义上
的角色分化，男性的成长往往更注重竞争，女性的成长则往往更注重沟通与亲密感。
因此，我相信父亲通常会给父子关系带来更多的行动，而母亲通常会给母子关系带来更多的关系。
这种更为强烈的敏感性可以帮助母亲更好地发展儿童和家长的关系，因为洞察力可以增进依恋。
“具有良好洞察力的母亲被评为更细心的人，而与那些洞察力不好的母亲相比，更能和孩子产生良好
的母子关系。
”在育婴阶段，母亲由于在抚育中和孩子形成深深的依恋，因此对婴儿需要什么或什么会让婴儿不舒
服的直觉比父亲更为敏感，而且婴儿所作出的反应也主要是为了让更具敏感性的母亲解读。
而父亲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感觉”和“解读”孩子表达高兴和悲痛的非口头语言，进而来了解他要照
顾的这个刚出生的小生命的个性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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