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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伙伴、轻长辈青春期的孩子，一边不愿意跟父母交
流，一边又抱怨父母不理解他们，于是对同伴的渴求达到
了高峰，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补偿。所以他们重视伙伴，
轻长辈，经常关着门在房间与同伴交流。与父母之间产生
距离。对与异性交往好奇，容易催生青春期早恋。关注自
己的外貌青春期的孩子，会开始有自我兴趣，表现在对自
己身体形象关注上，他们会特别在意自己的身高、体态，
有自己的品位，也在意别人对自己外在的反应。比如，孩
子会只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自己不喜欢的，哪怕再好也不
愿意穿戴。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跟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较劲”，却是
家长的错，找到叛逆的“根”，才能拆掉亲子间隔阂的“墙”。

有人说“青春”是一缕缕充满希望的阳光，是大小不一
的石头，在经历千难万险后铺成的一条石子路，将人引向成
功；青春如火，燃烧着激情与活力；青春如花，绽放着希望与
幸福。也有人说，青春如一头迷途的鹿，让人充满了彷徨与
迷茫……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青春期，才会走向成熟，青春是

美好的，但是对于许多家长来说，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
子，还打上了这样的标签，叛逆、冲动、不好沟通、难管教
……

孩子的青春期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身体发育的角度上来看，主要是以孩子的生殖发育

为标志，比如女孩子出现月经，男孩子开始长胡子，青春期
是孩子由儿童逐渐发育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
阶段里，孩子的身体发育迅速，也是人生的第二个生长发育
高峰。

一般来说，女孩子的青春期比男孩子早，因人而异。所
以青春期没有一致的年龄范围，通常把10-20岁这段时间都
称为“青春期”。

青春期的特点有哪些呢？
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期望自己做主，于是不再愿意服从

父母的要求，与成人相悖、抵触，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听话，家
长说什么，他们都说“不”，就要跟家长反着来。并且不跟家
长交流，说不了几句就开始烦，甚至对父母发脾气。面对不
服管教的孩子，与孩子拌嘴、吵架就变成“常有的事”了。

另一方，这个时期的孩子从心智上来说，并不成熟，对
父母依然有依赖，需要家长的帮助与支持。所以这个时候
的孩子在心理上，有反抗与依赖的矛盾。

心理“矛盾体”家长要明白，青春期对于孩子来说，是一
个充满变化与矛盾的时期，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生理机能
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突然长高，第二性征出现了，他们的独
立性与自我意识更强，开始有独立个体的意识。

自尊心极强青春期的孩子都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在受
到外在的肯定与赞赏时，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如果受到批
评与惩罚，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产生挫折感。容易出
现一些偏激的想法与行为。而这些特点，也随着孩子的成
长、成熟而改变，所以这些青春期的波动是成长性的，并不
是破坏性，父母一定要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发展特点，才能减
少、避免亲子间的冲突。加强心理知识的学习，才能读懂

“青春期”这个人生的关键期，对青春期的孩子理解、宽容、
尊重，引导孩子正确地引导，用心陪伴他们走出青春的沼泽
地，让他们健康成长。

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叛逆不是孩子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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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拆掉亲子隔阂的才能拆掉亲子隔阂的““墙墙””

赴美中国留学生“画像”：成绩之外呈现自身独特性
据美国《侨报》报道，虽然已收到美国纽约大学录取

offer，但中国学生Karen仍然没有放松下来。她目前还在为
5月份的 IB(受到国际认可的高中课程体系)考试紧张准备
着。

美国高校“早申请”offer已发出，目前“常规申请”的offer
也在陆续发放阶段，包括Karen在内的中国学生将在今年秋
季进入美国大学开始学习生活。回忆美国高校的整个申请
过程，Karen觉得这更像是一场不断找寻自己的“旅程”。

给自己贴一个“标签”
Karen永远都记得初中二年级时，一位亲属给她看了纽

约大学的官网。“我想尝试一下人生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所学校在Karen心中埋下了梦想的种子。

Karen随即向父母提出希望能够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
学校，将在本科阶段赴美留学作为目标。“父亲曾有过留学

经历，所以他非常支持我的决定。父亲告诉我，去了解其他
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将收获令人欣喜和惊奇的体验。”

“我之前的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国际中学的生活让我慢
慢发生了变化。”参加辩论赛、主持活动、组织艺术活动联系
校外媒体……Karen在公众场合能够更加勇敢自信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当身边人得知我想申请纽约大学时，起初并不看好。”
Karen坦言，“我的成绩可能在同学中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我
在几年时间里参加了许多丰富的活动，不断尝试、不断挑战
自己。从最终的申请结果来看，成绩确实不是美国高校录
取的唯一标准。”

“比起成绩本身，寻找自己的定位，呈现自身独特性非
常重要。”Karen将一个对多元文化有着很强的理解和包容
能力，一个愿意广泛尝试更多可能性的自己，呈现在美国高

校招生官面前。
给赴美中国留学生“画像”
如果给即将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画像”，他们有哪些

共同点？启德留学美高本项目经理孟琦表示，“从今年的申
请结果来看，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特长背
景。而随着美国本科申请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最大的共
同点就是从三五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进行留学准备。”

经历疫情，很多美国大学出台政策不再将 SAT/ACT等
标化成绩作为硬性要求，而哥伦比亚大学也宣布永久性取
消 SAT/ACT等标化成绩。孟琦认为，没有标准化的量化标
准，意味着美国高校对于学生的GPA(平均学分绩点)等要求
将增高，同时将通过综合能力(比如领导力、创造力)等多维
度来评价学生。

良好亲子关系的构建，取决于父母是否“越位”和“失位”

孩子到了小学高期或中学之后，很多父母会不自觉的
发现，他们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们的个子已经高过了自己或与
自己比肩，男孩子的声音正在逐渐变粗，女孩子的爱美之
心日渐浓郁……

而最让父母操心的是，过去那个常常围着自己身前身
后，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笑个不休的小可爱，已经逐渐变得
沉默寡言，更喜欢呆在自己的空间，有了自己的小秘密，脾
气总有些小暴躁，心情总有些小起伏，主动和父母拉开距
离，甚至在父母说教的同时开始奋力反抗，口不择言……

事实上，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孩子必要的成
长有关。

青少年处于从幼稚到成熟、从依赖到独立、从顺从到
自主的一个发展过渡阶段，处于希望摆脱父母的束缚、舍

弃对父母的依赖、开始独立自主的“心理断乳期”。
而很多父母只要和孩子在一起时，总会想当然的把自

己当做孩子的老师，不停地指指点点。但是良好亲子关系
的构建，在于父母就是父母，遵循本份，没有“越位”和

“失位”。
1、什么是“越位”？
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当孩子吃饭的时候，追着喂

饭；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必定坐在身边陪着；当孩子出
去玩耍的时候，总是担心他会吃亏，动辄就去责怪别人家
孩子……

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其实就是父母的“越位”。让
孩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是给
予孩子最大的信任。而“越位”，就意味着对孩子的能力
心存疑惑，不舍得放手，只好事无巨细的替孩子做，帮孩
子做。

事实上，孩子的表现就是父母“越位”的直接后果：
因为父母总是“越位”管理，孩子没有了自我，失去了主
见，他们逐渐也认为，自己的事情就是父母的事情，自己
的事情父母就应该帮忙，随后，他们就逐渐变得没有界限
感，没有责任感，自私自利，只为自己。

这样的孩子，只会对父母依赖，却不会对父母信赖；
只能啃老，却不会孝顺。

放手让孩子做自己，让孩子学会承担，学会面对困
难，战胜困难；让孩子懂得自我成长的价值、自我保护的
意义和自我责任的建立。

这个过程中，父母管住自己想要“越位”的行为举
止，给予孩子最大的信任和爱吧！

2、什么是“失位”？
对比于“越位”，“失位”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越

位”是一种“过”，那么“失位”就是一种“错”。
比如教育孩子，陪伴孩子成长，本就是为人父母的责

任和义务，那么你是否尽到了这些？是否陪伴孩子左右，
是否正确的教育孩子，是否能够言传身教？

若是父母自己都做不到，却要求孩子如何做好，似乎
也是一种“奢望”。

简单地说，父母该履行的教育责任没有履行，没有负起
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守住自己的界限，给孩子创造了犯错的
环境和机会，最终却又怪罪到孩子自身，就是“失位”。

你是否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责怪孩子
爱看电视、爱玩手机？

你是否习惯于把孩子交给老人、交给托管、交给玩
具，却很少与孩子有交流和沟通？

你是否一边认认真真的检查孩子的作业批改对错，一
边又责怪孩子自己不检查作业？

……
其实，这都是父母的“失位”造成的啊！
对于教育孩子来讲，父母的“越位”和“失位”都不是独

立存在的，往往“越位”的背后，会有“失位”的影子；而“失
位”事件的背后，也与“越位”的行为息息相关。

正如父母动辄就指点孩子，以“老师”自居的时候，
就恰恰“失位”于父母这个称呼。而孩子，在家中需要的
只是父母，能够理解他们、信任他们、包容他们，甚至偶
尔放纵他们一下的爸爸妈妈，并非是时时都在教诲、处处
都在指点的老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