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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招拆招

青春期斗法：如何说孩子才会听

怎样做“叛逆期”孩子的情商教练
韩天放 本报记者 堵 力

15岁的浩泽已经开始反抗爸爸妈妈的
权威了。 自从结识了一个年轻的架子鼓
手， 他也跟着迷上了架子鼓， 每天放学就
往训练室跑， 在鼓声中找到了从未有过的
舒畅和痛快。 爸爸妈妈担心儿子耽误中
考， 无奈儿子正开始着迷， 什么道理也听
不进去。 时间紧迫， 爸爸决定强行禁止儿
子再学下去。 为了一次见效， 他不仅切断
了儿子的零花钱， 还私下要求架子鼓手不
再和儿子联系。

儿子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这个裁决 ，
但对家人越来越冷淡 。 中考结束的那一
天 ， 儿子郑重宣布 ： “我不念高中了 ，
我要当架子鼓手 。 你们看着办吧 ， 不给
生活费我自己想办法。” 爸爸妈妈震惊得
一时说不出话来 ， 那天 ， 父子俩大吵了
一架……

“好好一个孩子， 怎么变得像刺猬一
样难以共处？” 这是遭遇孩子青春期叛逆
的父母们常问的问题。 由于疲于应付接二
连三的顶撞和一次比一次激烈的分歧， 有
些父母感叹自己得了 “青春期父母焦虑
症”。

成人后两代人关系紧张

往往是父母青春期埋的雷

“青春期的孩子们身体加速发育， 生
理上接近成人 ， 心理上同样需要为独立
生活作准备 。 为此 ， 他们急于抛掉童年
的影子 ， 摆脱家长的意志 ， 追求个性和
自我。 但是 ， 由于缺乏经验 ， 心智发展
相对不成熟 ， 他们又不得不依赖家长 ，
也得不到绝对的平等和独立 ， 加之生理
剧变带来的躁动与不安 ， 青春期就这样
成了反叛的代名词。” 《亲子情商教练 》
的作者李雪梅说。

李雪梅认为， 青春期的叛逆倾向既正
常又健康。 孩子亟须也必须完成自我意识
的 “第二次飞跃”。 但是飞跃需要更大的
空间， 如果父母们还沿用对待儿童的教养
方式， 就像是非要给一个正在蹿个头儿的
孩子穿旧衣服， 结果可想而知。

她举例， 高洋因为青春期没处理好与
父亲的关系， 一上大学就发泄了压抑已久
的反叛冲动： 他不回家， 不打电话， 甚至
试图改跟妈妈的姓。 他说， 自己是在父亲
的高压管制下成长起来的， 强势的父亲要
求儿子绝对服从， 动不动就以打骂恐吓解
决和孩子的分歧。

浩泽比高洋幸运的是， 他有一个善于
反思的老爸。 冲突后， 爸爸模糊地感觉到
自己的做法不妥， 并后悔没给孩子选择的
余地。

拥有中科院心理学硕士学历的李雪梅

分析， 高洋的爸爸认为儿子应该只长身
体， 不长心智， 保持弱小的自我意识， 结
果儿子不得不压抑自我意志， 直到大学离
开父亲后才爆发出来； 也因为他的感受和
看法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 直到今天还没
能建立起积极的自信。

浩泽的爸爸， 则是因为儿子没能像大
人一样成熟考虑问题， 干脆剥夺了他的自
主权， 结果使儿子感到自我受到威胁， 激
起了更强烈的自治要求。

两位父亲都没能意识到青春期孩子所

承担的复杂而又矛盾的成长重任， 反而对
孩子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 把他们推向反
抗的极端。 可见， 青春期的叛逆一旦撞上
对孩子有不合理期待的父母， 往往失去控
制。 更糟糕的是， 亲子矛盾越是激化， 双
方就越容易忘记相互理解和解决问题， 陷
入争夺控制权的怪圈。

后来， 浩泽的爸爸放下架子， 诚恳地
找儿子一起聊他的新爱好 ， 理解他对打
击乐的热爱。 见爸爸没有改变自己的打
算 ， 浩泽也坦率地承认 ， “这样就放弃
学业 ， 自己心里也打鼓 ， 但是既然有喜
欢的事情了 ， 还是很想尝试 ， 否则恐怕
会后悔。”

爸爸意识到， 这是儿子第一次选择人
生的道路， 并为自己给儿子出了更大的难
题表示道歉， 并愿意和他一起想办法。 浩
泽试探性地提出， 只要爸爸支持， 他可以
做到学习和架子鼓兼顾， 只是学习成绩难

免会受些影响。 据儿子说， 这是他最早想
到的办法， 只是爸爸没有给他机会提出
来。 这一次， 父子俩没有争夺话语权， 爸
爸看到了浩泽在努力成熟起来， 决心尊重
他的自主意识 ， 还他一个 “健康的叛逆
期”。

叛逆期孩子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父母反对的他就拥护， 父母赞同的
他一定反对。” 很多父母哀叹： 难道我们
是上辈子的仇人吗？ 孩子天真的童年过去
了， 是否亲密也就过去了？

在心理学中， 有一种禁果效应， 也叫
做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越是禁止的
东西， 人们越要得到。 这是抵触情绪在作
怪。

叛逆期是客观存在， 躲是躲不了的，
熬， 是太痛苦了。 怎样让孩子叛逆得更健
康？ 李雪梅说了八个字原则： 把握情绪、
留出空间———

家长首先要尊重孩子追求自我意志的

需要， 理解他们处在自我意志高涨但能力
不足的矛盾中。

争取主动， 放出一些空间给孩子发展
自我意识。 当浩泽知道， 爸爸支持自己追
求新的爱好， 只是对选择什么样的行动有
异议 ， 他会更乐于考虑爸爸的意见 。 毕
竟， 两个人是在一个战壕里。

做孩子的智囊团。 给孩子设置不能触
犯的规则 （如不伤害自己和他人）， 允许
他们在规则内自由选择， 同时提供自己的
建议， 明确说明自己的反对意见。 这既给
予孩子需要的成长空间， 又避免了出格的
行为。

允许孩子犯错， 给他们机会接受自然
惩罚， 这才能引导他们心甘情愿地接纳自
己的局限性。

家长们常常不敢给孩子自由选择的机

会。 实际上， 如果能坚持做到前两条， 孩
子会和家长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 相信
家长是在真心帮助自己， 也会认真考虑家
长的建议。 浩泽的叛逆故事就是这样结尾
的： 有了爸爸支持自己的选择， 浩泽勤奋
地在学习和音乐之间奔波， 也更严格自律
了。 半年下来， 爸爸发现， 儿子精神头更
足了， 学习也没有受太大影响。 不过， 浩
泽在架子鼓练到一个阶段后， 一直进步不
明显， 渐渐担心自己的天赋还不够。 他把
这个担心吐露给爸爸， 得到的建议是： 即
便是作为单纯的兴趣， 爸爸也会支持他继
续学， 但是走专业道路事关重大， 还需要
更多的考察。 吃了这颗定心丸， 浩泽至今
还在坚持学业， 和爸爸一起期待着前景进
一步明朗化。

李雪梅指出， 鉴于青春期孩子在学习
压力、 身体发育、 情绪波动、 自我意识等
方面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青春期之前作
好情绪管理和自主决策的准备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 所以， 应做好孩子的情商教练，
给亲子关系上个保险。

让孩子内心强大

青春期是重要的时间窗口

遇到意见分歧时， 怎样既不伤害女儿
的自主意识， 又能引导她做家长认为对孩
子有益的事？ 华尔街英语 （中国） 公共事
务总监、 《亲子情商教练》 的特邀嘉宾肖
堰有很多心得。 获得过伦敦大学教育学硕
士学位的她认为， 要做孩子的情商教练，
首先一定要获得女儿的信任。

就拿一次英语大赛来说， 由于女儿从
小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分， 肖堰很鼓励她
参赛 。 没想到开始录节目了 ， 女儿却打
起了退堂鼓。 原来她发现大部分参赛者
都是大人 ， 有的甚至是英语教师 。 女儿
生怕当着自己的同学粉丝团出丑 。 肖堰
没有急着唠叨 ， 她对女儿说 ， 只要你能
够说服我 ，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女儿欣
然同意， 和妈妈一起分析起放弃节目的利
弊。

经过一晚上的反复考虑， 女儿决定继
续参赛。 以后的日子 ， 女儿时常开心地
说： “妈妈你是对的， 幸亏我没有放弃这
个机会。”

进入青春期后 ， 女儿不像小时候那
样， 什么都跟妈妈讲了 。 这让肖堰多少
有些 “失落”。 但是， 一次谈到某个重要

决定时 ， 女儿对肖堰说 ： “妈妈 ， 我还
是觉得 ， 你是唯一什么事都站在我的角
度考虑的人 。 所以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
见。”

肖堰承认， 很多事情明明自己觉得有
必要做， 但是要说服女儿并不容易。 她总
结说： “当教练的首先要获得队员的信
任。 人家不相信你是为她好， 就很难被你
说服。”

她认为， 分歧并不可怕， 在母女二人
争论探讨的时候， 女儿进步明显。 “要让
孩子的内心强大， 青春期是重要的时间窗
口”。

女儿从人大附中的初中毕业后， 自己
决定到美国读高中。 尽管自己的很多朋友
都反对孩子低龄出国，但提起女儿，他们都
说她“足够成熟，出国跟老外扛没问题”。

在女儿上初中后， 肖堰采取了很多行
之有效的方法———

首先， 她帮女儿列出了自己的 “优势
清单”， 里面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女儿的优
势所在， 这个清单越拉越长， 成了孩子自
信的基础。 初中时， 女儿虽然最不擅长物
理课， 却从不沮丧， 还自行安排了整个假
期的时间来补习 ， 获得了老师 “越挫越
勇” 的评价。 问到她为什么屡败屡战， 她
说， 我不需要和别人比物理成绩， 我知道
自己到底好在哪里。 更何况， 我知道学习
是为了自己。 如果自己都放弃了， 那就会
彻底失败了。

其次 ， 肖堰常用 “正话反说 ” 的方
式， 把批评转化成积极的建议 ， 减少抵
触、 鼓励配合。 例如， 当她发现女儿因为
不好好备考而考试失利时， 她克制住自己
责备的冲动， 把 “你太浪费时间” 改成了
“如果当初你把时间利用好， 考试成绩我
想会更好”。

最后， 不论遇到生活矛盾， 还是工作
挑战， 肖堰常常在女儿面前自我反省。 事
实证明， 这样的榜样作用不可估量。 女儿
常常在给妈妈作出客观评价后 ， 加上一
句： “其实我也有点马虎”， 或是 “我的
冲动没你那么严重 ， 但是也需要调整一
下”。

在申请美国高中时 ， 女儿在递交的
《自我陈述》 中描述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
我”。 但是她的自信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
出国读高中的第一学期， 一个平时和女儿
关系不错的美国同学在午餐时忽然用不屑

的口气对女儿说： “你从中国来的？ 我们
都是美国人， 你和我们坐在一起， 有点奇
怪。” 这时女儿刚刚开始享受新环境、 新
朋友， 被朋友如此轻视， 她一连好几天情
绪波动， 在视频对话中说， “我真怀念国

内的同学！ 大家都一样多好啊！ 这个班里
只有我一个国际学生， 我不喜欢同学看我
跟他们不同的眼神。”

肖堰没有急于安慰女儿， 而是提醒她
再列一列 “优势清单”， 回想一下自己为
什么 “独一无二”。 两天后她收到了女儿
的来信： “我现在不会为和别人不一样难

受了， 因为我本来就因为不一样才来的。
我有我的特点 ， 现在我是更加 ‘独一无
二’， 对不对？”

肖堰知道， 女儿今后的生活还会有更
多类似的拒绝和歧视， 很庆幸女儿的自信
再次通过了考验， 也相信经过这次， 她的
内心会更强大。

没了功利心
教育就能回归本质了

本报记者 樊未晨

这两年，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在北京的
教育圈中成了地地道道的 “黑马”。 几年
前， 这还是一所以 “乱” 著称的学校， 转
眼间其高考成绩便 “异军突起”， 一下子
进入了北京市的领军梯队， 文科成绩尤其
突出———去年该校文科成绩超过600分的
有49人， 占海淀区文科600分以上人数总
数的三成。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下称民大附中）的
这些变化源于2005年的招生政策变化，同
年，田琳通过全国公选成为该校的校长。

在到民大附中之前， 田琳已经是知名
校长了。 他在湖南省重点中学张家界一中
任校长8年， 中学特级教师， 2004年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田琳刚到民大附中时， 这可是一个确
确实实的 “烂摊子”。 “我到了以后第一
件事是借钱， 交电费、 暖气费、 给老师发
工资，” 老师也多是聘的， “当时的10个
数学老师中， 只有1个是正式的。”

学校是这个样子， 学生们也没有多少
真正想学习的。

2005年之前， 学校的学生主要由各地
推荐， 学生的成绩参差不齐普遍较差。 那
时候上这个学校， 家长们似乎带着一种赌
博的心理。 “到这个学校根本没指望孩子
学到什么， 就是冲着北京市的学籍来的，
让孩子在北京见见世面， 然后每个假期回
到家再给孩子找当地的好老师补课， 将来

在北京参加高考。” 家长老蒋来自西南部
少数民族地区，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在2004年给儿子弄到了民大附中的指标。

所以， 田琳到了民大附中之后便开始
争取学校的自主权， 2006年办学自主权拿
到之后， 学校的自主命题、 自主招生也基
本落实到位。

学校从2005年开始试行部分的自主招
生， 到2007年时所有学生都经过了学校的
自主招生考试。 学校在全国有民族自治
区/州/县的省份的报考学生中进行考试，
招收当地优秀的少数民族学生。 那些人数
较少的民族即便学生成绩不理想， 也会被
招进来。

生源有了保障， 田琳对办好学校有了
信心。

这对田琳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 他曾
经成功地把张家界一中一步步地变为省

示范性高中 。 但是 ， 当他开始在用原来
的方法准备把民大附中也办成一所好中

学时， “我发现自己办不出来好的中学，
不是没有效果 ， 而是步履艰难 、 进步很
慢。”

此时恰逢2008年学校95周年校庆， 很
多校友回到学校， 看着那些昔日里学习并
不怎么优异的孩子， 现在大都成了不同领
域的佼佼者， 田琳突然意识到 “我们学校
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不仅仅是解决这些孩
子的升学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培养
合格的建设者。 我不能只办好一所中学，
我还要办好一所民族的中学”。

于是， 田琳开始更加关注丰富学生的
课外知识背景。

因为民大附中是寄宿制学校， 学生们
每周一到周六上午都在学校上课 ， 不少
人认为民大附中学生的高考成绩之所以

提高这么快， 肯定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在学校有关 。 “虽然我们的学生在校时
间长 ， 但是我们上课的时间反而比其他
学校的少。” 田琳说。 学校规定， 把每天
的第八节课用来搞活动 ， 所有学生必须
参加。

民大附中的学生全部是少数民族学

生， 大多能歌善舞、 多才多艺。 所以， 下
午最后一节课很快就成了学生们参加各种

“俱乐部” 和社团的时间。 学校每年还定
期举办图书节、 体育节、 科技艺术节、 合
唱节等， 大多数学生会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 每个周六下午是学校固定
的社会大课堂时间， 高一高二的学生轮流

用这半天的时间到外面活动。 “他们用两
年在北京玩了40多个景点， 很多北京孩子
都没有他们去的地方多。” 韩主任说。

拿出这么多时间来搞活动， 没有人反
对吗？

首先反对的就是老师。 在应试教育仍
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情况下， 高考成绩仍
然被绝大多数老师看得很重。

“我不停地跟老师们探讨： 我们到底
应该给学生什么 ？” 田琳校长说 ， 最初 ，
虽然进行了很多次的沟通和讨论， 但是仍
有部分老师认为 “把高考成绩弄上去是第
一位的”。

于是， 田琳在学校推行了一些强制措
施： 学生搞活动的时间， 老师必须参加，
“老师参加了就给补助， 不参加就没有补
助。”

“我这是用 ‘强制’ 的手段推行素质
教育。” 田琳说。

活动搞起来后， 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没
有下降反而提高得很快。 “老师和学生的
工作学习效率都提高了。” 田琳说。

“当没有了功利心后， 我们的教育一
下子回归到了本质 ， 教育变得简单起
来。” 田琳回忆， 一位家长曾经反映， 孩
子在学校自己洗衣服， 有时肥皂泡都没洗
掉， “这有什么了不起， 学生多洗几次，
一定就能洗干净了。”

“因为我们是寄宿制学校， 我们有条
件让教育更少受到社会和家长的干预 ，
更可以按照教育的本来规律进行教学 。”
田琳说 ， 学校明确规定学生不能在外面
补课 ， 所以 ， 学校尽可能把学生的课余
时间安排得丰富多彩 ， 把学生们都吸引
到活动中去 。 “因为学习讲究第一次刺
激 ， 如果学生知道有机会听两次课 ， 学
生就会有一种选择 ， 就有可能不能充分
利用上课的时间。” 如果学生们在学习上
真的遇到困难 ， 学校会组织 “培优补
差”， 让老师在学校里满足学生的不同学
习需求。

学校发展了， 学生的成绩提高了， 田
琳更加低调了。

田琳送给记者两本书： 一本名为 《各
美其美》， 用图片记录了民大附中孩子参
加的各种活动； 另一本名为 《美美与共》，
是已经毕业的民大附中学生对自己校园生

活的全景介绍。 书名都是田琳起的， 在田
琳心目中教育应该是美的。

确实， 教育本来就应该是美的。

雅思考生对难度预计不足
专家称，任何成绩都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本报讯 （记者樊未晨） 近日， 由新东
方国外考试推广管理中心完成的 《2012新
东方雅思白皮书》 发布， 报告在2908份有
效问卷的基础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012年有62.7%的中国考生对雅思分数的
期望在7分以上， 而这个比例在2011年为
45.8%。 值得注意的是， 在学生对雅思考
分的预期逐年升高的同时， 他们的备考时
间却无明显增长， 这说明考生普遍对雅思
考试的难度预计不足。

现场的雅思培训专家指出， 任何考试
要想取得好成绩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 是不变的法则。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国外考试推广管

理中心主任张洪伟介绍 ， 雅思考试考查
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 ， 而许多中国考生

对此了解不足 ， 因此有相当部分的人选
择用 “短期突击 ” 的方式备考雅思 ， 导
致中国考生的预期分数普遍高于实际得

分的结果。 据介绍 ， 在每年的雅思考试
中， 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仅处在5～6分这
个区间。

本次调查还显示， 出国读本科与研究
生的学生比例依然最高 ， 留学低龄化与
平民化趋势明显， 英美仍是留学首选目
的国 ， 选择通过参加雅思考试去美国留
学的学生比例有所增加 ； 此外 ， 绝大部
分学生表示 ， 计划将来留学之后会选择
归国就业或创业 ， 专家指出 ， 国外持续
低迷的经济形势和国内的良好发展势头

以及留学生优惠政策是导致这一现象的

重要原因。

何弦：

我不想成为
一个“偏才”

实习生 饶 懿

认识何弦的人会对她有不同的印

象： 同院系的同学觉得她 “很内秀 ”，
登山队队友说她是一个 “很爷们儿” 的
女生， 校学生会的同事评价她是 “女强
人”。 然而， 这位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珠宝学院设计专业的研究生自己却说：
“我想成为一个像宋庆龄那样的 ‘强女
人’。”

何弦是一个地道的湘妹子。 人们都
说 “湘女多情 ” ， 可她却说 “湘女多
勤”。 在成长中， 她一直注意， 广泛涉
猎生活中的各种不同。 每当有人对她的
选择产生质疑时 ， 她总会鼓励自己 ：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4岁时入选湖南省女子体操队学习3
年体操 ， 何弦与体育就此结缘 ； 小学
时， 文化课全优的她不满自己的体育成
绩是 “良好”， 痛下决心开始每天练习
跑步， 最终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
湖南省重点中学———长郡中学 ； 中学
时， 何弦想尝试文化生的生活， 于是又
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另一所湖南省重

点高中———湖南师大附中。
本想一心刻苦读书 ， 却意外地在

美术课上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于是，
高二时她瞒着父母 ， 每天利用课余时
间 ， 偷偷地找美术老师学习画画 。 高
三那年 ， 她又作了一个决定———由理

转文， 专攻美术。 父母并没有反对， 他
们相信女儿作出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
由理科生转为艺术生的何弦， 身肩

美术练习和文科课程双重压力。 何弦回
忆起那时的生活： “从进入高三起， 每
天早上5点起床去江边画风景， 7点到学
校早读1小时， 8点去画室练习素描， 中
午12点休息1小时， 下午1点到5点半练
习色彩， 晚上每逢一、 三、 五学习文化
课， 二、 四、 六练习速写。”

这样的日子没有让她感到痛苦， 她
说： “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自己画画的进
步， 反而觉得特别有动力。”

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 何弦渐渐了
解了珠宝设计这一行业， 并将其锁定为
下一个目标。 经过一年的刻苦奋斗， 她
成为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珠宝学院08
级艺术设计系的一名新生。 一向敢于尝
试的她在大一时一口气加入了7个社团
组织。 其中， 至今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参
加校学生会和校登山队的活动。

多年来， 何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
动习惯。 她曾随登山队出征， 攀登过云
南哈巴雪山和四川雪宝顶雪山， 而后又
参加了北京国际全程马拉松比赛 。 她
说：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像跑马拉松一
样， 不一定要保证速度很快， 但要保证
一直都在前进。”

由于在学生会工作的缘故， 何弦在
大二时接触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并对
志愿者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基金
会工作的两年间， 何弦进一步了解到宋
庆龄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女性， 心中
暗自将其树为榜样。

虽然周旋于各种社团组织和学生工

作， 但何弦在学习上却从未松懈， 本科
期间获得5次专业一等奖学金、 1次专业
二等奖学金。 2012年6月， 她的毕业作
品 《初生———破茧成蝶》 获得 “华昌杯
第九届珠宝首饰创意设计大赛 ” 一等
奖 ， 同时该作品被学校收藏 ， 并于60
周年校庆典礼上由模特佩戴展示 ；
2012年 9月 ， 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
她 ， 又利用晚上和双休日的时间考取
了国内GIC宝石学证书和英国FGA宝石
学证书。

何弦自主创业的经历一直是学院里

广为流传的一个学习范例。 2011年保研
之后 ， 她也没闲着 ， 多次到深圳 、 广
州、 瑞丽等地考察珠宝市场， 深入珠宝
工厂参观学习， 与珠宝批发商、 珠宝镶
嵌厂商建立商业联系。 2012年年初， 她
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 加盟了一个香
港珠宝品牌， 人生中第一家珠宝店铺在
长沙开张了。 何弦打趣地说： “老师和
学姐都说我胆子好大， 其实我反倒觉得
‘初生牛犊不怕虎’ 嘛。”

何弦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偏才”。
“去深入学习、 了解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不断拓宽生命的广度， 为今后的大事业
奠定一定的基础。” 何弦说， 这是她从
宋庆龄身上学到的。

中学校长访谈

寻找青春榜样

一对父子一正一反地拿着伞在雨中前行。 CFP供图（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