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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他小

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他是怎么变成现在

的样子的？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心理学研

究关心的。希望从这样的角度，能够帮

助我们去理解很多东西。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是一起玩，见

面聊。现在孩子不是，他们有很多社交

媒体，在虚拟的空间当中去交往，即使

见了面也可能自己在那儿玩手机，通过

微信、短信和别人交流，而不是面对面

交流，技术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孩子。

面对现在的孩子，我们应该考虑他

们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完成家庭教育、学

校教育、社会教育。

提醒小贴士

身心不同步，让孩子活
得很拧巴

青春期和青少年的概念要分开。青春

期是生理成熟的过程，青少年是一个心理

发展阶段，是心理成熟的过程。这个年龄

阶段的孩子活得特拧巴。

心理学从三大块讲发展：一是体能，它

是物质基础，包括我们的脑、运动能力、感

知觉、睡眠觉醒周期等的变化。二是认知，

包括学习、记忆、思维、语言、创造力、智力

等。三是人格与社会性，它包括自我、情

绪、关系、道德以及人格等的发展。

身心不同步，这个在青少年身上体现

得特别突出。

2015年的一个全国流调数据显示，中

国的女孩青春期平均开始年龄是9.7岁，

男孩一般要晚一到两年，为11.3岁。今年

校庆活动时，听我们一个在首都儿科研究

所的校友说，现在孩子们的青春期时间表

又往前提了，大概提了半岁左右。可以看

到，青少年的生理发育是往前走的，但是，

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推迟了。这是一个非

常不平衡的表现——身体成熟的时间早

了，但心理成熟得又晚了，或者需要更多的

时间。

青春期是生理的概念，但它会影响心

理。按照孩子成熟的时间表，女孩子的发

育比较早，其中，更早成熟的那群女孩子

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其他同龄人

都像小孩子一样，她已经开始发育了，这

会令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对。女孩

在青春期外表的变化，也可能会引起高年

级男孩子的关注，可能会跟她有一些表白

和示好，女孩就更加惊慌了。所以早成熟

的女孩比早成熟的男孩子面临更多的挑

战。

反过来，晚成熟的男孩也可能会面临

比较多的挑战。我们通常会看到，在班级

里那些小个儿男孩通常是跟班的。在这样

一个群体当中，他一定会受到影响。这就

是我们说的，生理现象会影响心理。

评价标准多元化，帮助
孩子从三个基本需求入手

家长和老师一定要了解你们的孩子，

成熟的时间表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是早还

是晚，他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帮

助他们。

青少年研究显示，目前很难阻止青春

期往前提的脚步，一直往前提，其实是双刃

剑。大脑的可塑性，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

一个是刚出生后两三年，另一个是青春

期。可塑性的意思是“可以改”，孩子在出

生后的前两年大脑发育很快，可以输入很

多东西。之后有一段时间固定在那了，想

影响他就不容易了。到了青春期，大脑又

打开了。如果打开得早——青春期到来得

过早，小孩子懵懂的状态容易受到不良因

素的影响，所以尽可能不要让青春期再往

前提。十二三岁的时候，经历青春期，孩子

还比较能处理遇到的生理变化，七八岁的

孩子经历这个过程，会很惊慌。如果，青春

期更早到来，大家都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关注青春期发育。

青春期是性成熟的过程，引起一系列

心理变化：比如说自我意识的发展。

小时候会说我是谁，是男孩还是女孩，

比较简单单一。后来，就慢慢分化了，你是

谁？我是谁？你是什么样的状况？学习

上，数学怎么样、语文怎么样、体育怎么样、

交朋友的能力如何？哪种能力强？……

可是，我们的教育评价标准太单一了，

学习成绩是评价孩子唯一的标准，只有学

习成绩好的孩子，在这样的体系中才是比

较占优势的，有其他特长的人却很难。

我特别强调评价标准要多元化，不能

只用一个标准去评价个体，因为这样对他

们的发展不利，这就涉及自我概念。

为什么我们强调自我概念的时候，要

提倡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呢？因为它帮助孩

子建立自尊。一个孩子本来体育挺棒的，

结果老师一上课就说，你看，你数学这么

差，这孩子就不觉得自己能力强了。在这

个过程中，孩子失去了自尊，而自尊是一个

重要的发展资源。

每一个个体都有三个基本需求。第一

是对自主的需求。孩子从两岁开始发展自

我意识，在那个阶段孩子特别喜欢说“我要

如何如何”——你得让孩子自己作决定。

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期。无

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只要给孩子选择的

空间，他就有自主性了。比如，你希望孩子

晚上十点半睡觉，你别对孩子说，一定得十

点半睡，你可以和他说，你是想要十点睡，

还是十点半睡？让他选择一下，他就会觉

得可以自己作决定。

第二是效能感。就是我觉得我有这个

能力完成某个事情。你不是什么事情都

会，但是你一定有自己能胜任的事情，这一

点太重要了。

有一个孩子，父母都是状元，孩子各方

面成绩还过得去，但是不像父母那么棒，他

的父母就不能理解，他们家孩子的成绩为

什么就不能像自己当年那么好，所以一做

功课家里就鸡飞狗跳。这个孩子喜欢做点

心，父母接受不了，他们觉得我们两个人怎

么就培养出了一个厨师？疫情期间，他们

的看法改变了。他们的孩子在家天天变着

法给他们做好吃的，让父母释然了。父母

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那以后就好了。

一旦父母的标准变了，对孩子的评价也就

变了，他们能接受孩子了，这种改变给了孩

子胜任感。

第三是关系的需求。孩子得知道自己

有一个归属，能感受到爱。这种归属是家

的归属、学校的归属。

我们帮助和支持孩子，一定要让他在

这三个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三个基本

需求满足了，其他的事情都好办了。

关系变化，教育方式也
要变化

我们的关系是在变化的，你不能觉得

原来奏效的方法就一直能用下去。

10到25岁，是我们现在学术界确定的

青少年发展的时间段。我们看这几个数

字：20岁到22岁是我们中国的法定结婚

年龄，如果你是法定结婚年龄结婚，又在

22岁到 28岁这段最适合生育的年龄生

育。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从32-38岁到47-

53岁的这15年，是我们与孩子的青少年发

展期相遇的年龄。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其

实是在变化的。一开始，孩子小的时候，你

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权威，你说什么是什

么。但是慢慢地，孩子开始要求发表自己

的看法，有自己的主张。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随之变化。随着关系的变化你也得变，

也就是说，作为家长，你的教养方式得变

化，不能用原来适用的方法一直做下去。

我们讲的养育、教育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代际传递，模仿学习。

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怎么对你，你就会

怎么对你的孩子，你的老师怎么教你，你

就怎么教你的孩子。这个代际的力量是

特别强的。

第二个层次是学术为尊，按“书”索

骥。好多人觉得光靠我们代际传递的方式

不行了，我们就得去学一些东西。

第三个层次是尊重差异，尝试探索。

你要真正去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

虑到个体差异。有的孩子淡定，有的孩子

敏感，有的孩子好静，有的孩子爱动，你需

要真的静下心来观察孩子——每一件事

情，孩子是怎么样去看的，我用什么样的

方法最适合他？你要理解和尊重孩子的

不同，要去做尝试，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

件事。

过去我们经常讲木桶理论——木桶能

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所以不能

有短板。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讲大树理

论——伸展得最高的那根树枝决定了你的

发展高度。一定要找到孩子的优势——你

不一定让他每一个方面都行，但是，可以按

照他自己能发展的地方去发展。这需要家

长一定要有定力，你不能随波逐流，别人说

什么你就跟着走。

在教育中，家长最关键的是给予支持、

接纳孩子，提供资源，给他决策上的帮助，

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而不是让孩子去替

自己完成自己的梦想。

要有发展的取向，而不
是问题的取向

在研究中发现，基本是在青少年这一

段，各方面的冲突很多，如果处理不好可能

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家庭教育，一定是

多方联动的，也就是现在强调的家校社共

育。

原来说孩子的问题都是家庭的问题，

这就太简单了。它其实包含多方面原因，

需要由表及里，多方联动帮助孩子，从本质

上解决问题，让我们的孩子在发展过程中

少一些使他偏离的因素。我们要有发展的

取向，而不是问题的取向。不是说让孩子

只是活过青少年期，而是让他们更好地度

过。一定要让孩子过得好，怎么作为一个

个体全方位地发展，而不是只讨论孩子抑

郁、焦虑、自杀这些偏差问题，出发点是全

人群的，全流程的。这就是发展的取向。

那么，我们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该如

何去做呢？具体来说有三点建议。

第一，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运动、睡眠。

孩子玩好了、睡好了就没事了。

第二，关系中的沟通和理解。青少年

要学会处理各种关系。大人也一样，要处

理各种社会关系，一定要理解孩子。

第三，心理免疫，一个完整的发展资源

系统的构建。从个体角度来说，有很多特

质帮助我们去迎接一些挑战，比如换位思

考、自尊、自我效能感、乐观、心理一致性、

自律自控，还有来自环境的支持，我们家长

的情绪情感支持和权威教养，学校好的同

伴关系和学校的课程设计、物理环境，如果

孩子都喜欢，他们即使遇到点小问题也能

很快过去，就能顺利成长。就像身体的免

疫系统一样，构建了心理免疫系统，帮助我

们的孩子更好地发展和成长。

*现在的家长看到孩子看纸质书都兴

奋。但我们小时候看纸质书，爸爸妈妈担

心眼睛看坏了。

*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就崩溃——为什

么那么简单的题目孩子理解不了。家长忘

记了自己小的时候也不理解。认知能力是

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给青少年提建议的时候要用自我指

向的语言“我如果……会如何如何”，不要

用“你应该如何如何”。

*大脑的发育在  岁情绪发展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但是前额叶的发育要到  岁

完成。这就产生了理智和情绪不平衡的阶

段。家长和老师要帮助和支持这个阶段的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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