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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春期是孩子成长必经的一个时期，也是孩子人生成长的特殊时期，这个时候的孩子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情绪变化，待人接物都

会与小时候有很大的不同，父母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会对走进青春期的孩子教育束手无策，本文从青春期家庭教育的困惑、了解青春期、青

春期的家庭教育指导策略展开，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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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时期，随着身体的长高、年龄的增大，

他们更渴望成熟，渴望独立、课堂自主，在外人看来，他们可能变得更

不通情理了、变得顽固了，变得自我了。其实作为老师，有责任和义务

指导家庭教育中对青春期孩子成长的引导，为了让孩子更从容的走过青

春期，需要学校和家庭工作做好青春期孩子成长的保驾护航工作。 

1 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家庭教育困惑 

孩子不如初中，就已经走进了青春期，可能有的孩子更早进入，有

的孩子略微迟一点，家长往往会拿孩子和小学相比，第一感觉就是孩子

没有以前听话了，对家长给布置的任务总是爱理不理，甚至很多初中生

的家长很痛苦的来找老师求助，对孩子的傲慢、无理感到内心很受伤。

很多家长用了一个词来描述青春期孩子的家庭教育的困惑，感觉孩子和

自己不亲切了，甚至开始和“父母做对”，你让他向东，他偏偏向西，你

让他往南，他就是朝着其他的方向走，甚至对很多家长造成了严重的困

苦和烦恼，束手无策的同事，感觉到教育的无力感。还有一部分家长对

青春期孩子表现出来的“男女生交往”这个话题也大伤脑筋，他们害怕

孩子与异性走得过近，也担心孩子因为“早恋”而收到伤害，真是可怜

天下父母心。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与家长一同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

些困惑。 

2 了解青春期孩子的成长特点 

青春期是个体由儿童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它与儿童期明显区分的

界限是性的成熟。从医学研究的定义讲，青春期男性是 13—19 岁，女性

是 12—18 岁。世界卫生组织将 12—20 岁定义为青春期。青春期是少年

身心变化 为迅速而明显的时期，所谓青春期，指由儿童逐渐发育成为

成年人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间段里，男生女生都要经过身体的别样成

长，慢慢出现男生女生的成熟迹象。青春期是一个体质、心理和智力发

育的关键时期，青春期让男生女生慢慢褪去儿童的稚嫩，开始形成自己

的个性观念。青春期学生有其独有的心理特点，青春期学生的教育管理

必须针对青春期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才能有的

放矢，真正取得实效。 

归纳一下，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特征，他们渴望长大，

又恐惧长大，他们渴望独立又缺少成长的经验，他们更有自己的主见，

更乐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和生活；在成长中他们阳光朝气，更喜欢

接受新鲜的事物，尝试未知的领域；在学习生活中，他们有有着自己的

喜好，对父母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可能会采取直接或者间接拒绝的方

式……正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着自身独特的特质，我们应该因时

因地因人的采取适当的引导，帮助帮助他们和顺的走过青春期，享受成

长的重要时间段带来的成长幸福。 

3 青春期孩子的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3.1 青春期的亲子关系 

3.1.1 首先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多了解青春期的孩子成长特点 

很多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这样一种认知误区，他们理所当然

的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所有事情孩子就理应要听从父母的，自己为孩子

辛苦的工作给予孩子 好的一切孩子自然要努力学习做一个父母眼中的

乖孩子。而事实上，每个孩子多是有着自我独特思想的生命体，他们有

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力量和追求，更有自己的喜好和特长，所以家长

不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孩子的未来，而是应该多了解孩子的想法，

多与孩子沟通，这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换位思考孩子的内心世界，才

能走进孩子的内心去引领，孩子也更乐于接受。 

3.1.2 真正放下身段耐心倾听孩子心灵的声音 

很多家长会用自己长大的经验来看现代的孩子，用自己父母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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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引导来要求现代的孩子，这就忽略了教育的与时共进。比如有的

家长认为孩子要勤俭解决，就搬出父母教育自己的口吻和孩子说话（我

小时候就都是穿旧衣服的），比如父母未了的心愿总是在孩子身上得以实

现（我小时候连课外书都没有，你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还不努力？）这些

对孩子来讲不但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反而会激发孩子更大的内心的抵触。

更好的教育引导方式是家长放下身段，试着和孩子做成为，学会倾听，

了解孩子内心的真是想法，给孩子找一个可以释放的突破口，这样才能

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孩子才愿意听你的话。 

3.1.3 做一个平等的家长，用讲道理的方式来替代告诫 

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并不喜欢父母以成人的身份来压制他们，你越

是压制、越是命令他，他就约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抵抗。当孩子的成长出

现问题的时候，家长可以换一种方式和孩子对接，讨论教育的问题，以

平等交流来代替告诫，每件事情让孩子可以感同身受。让孩子有同理心，

让他从其他人的角度去体会一下，真正明白自己的行為会如何影响他人。 

3.2 青春期的交友引导 

青春期是人生成长的很重要的一次分界岭，在青春期之前，家长的

话孩子会言听计从，而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孩子可能就有自己的独特选

择，青春期交友就成了让家长头疼的意见大事。对家长而言，总是希望

孩子与那些成绩优秀、各个方面都优异的孩子为朋友，当往往你会发现，

孩子可能会有自己的交友选择，于是在家长的命令式指责下，孩子不但

会更固执的与“自觉喜欢的人”做朋友，而且会越走越近。关于孩子交

友选择上家长首先也要摆正自己的观点，交友不仅仅局限于学习成绩突

出的孩子，只要是身上具有正能量的孩子都应该成为孩子选择的交友对

象。家长不应该以成绩作为一个标尺来帮助孩子选择朋友，而是要从德

行兼备两方面来支持孩子和更多的孩子成为朋友。不要用命令的方式干

涉孩子的交友选择，建议可以通过“朋友式的聊天”与孩子交流，或者

也可以通过“身份互换”的方式和孩子聊交友的话题，这样的交流孩子

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听得进去。 

3.3 青春期孩子的情绪引导 

很多家长 棘手的问题就是感觉到青春期孩子的情绪变化是无常

的，叛逆期的到来，很典型的一个标志就是情绪波动快，有的家长形容

孩子就像小刺猬一样不敢碰，动不动就发脾气，就像一个随时可以被点

燃的火药桶，如果家长多说一点的话，孩子在家长面前会显示的特别的

暴躁，甚至如果爸爸妈妈多说一句话还会对父母产生言语或者行为上的

攻击，要么对家长的话置之不理，要么把自己锁在房里不让父母进入……

等等行为让家长处于崩溃的状态。 

对于青春期孩子的情绪表现，父母首先要做的是对孩子进行行为观

察。在各种生活情境下自然的来观察孩子的变化，了解孩子的心理成长

轨迹。如果发现孩子情绪特别容易急躁、焦灼，建议家长做到第一时间

发现，第一时间帮助孩子疏导，也可以和老师取得联系，全面的了解孩

子学校里的情况。 

3.4 青春期网络成瘾的引导 

网络是一个双刃剑，现代的科技发达，网络发达，带给青少年孩子

的有利有弊，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上网时间长，网络成瘾的现象感到担忧。

的确，越来越多的青春期少年身陷网络，每天在电脑或者手机上上网，

无法自拔。目前，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比例约为 14.1%，

网瘾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大毒瘤。然而，青少年沉溺网络除了

影响学习、交往、身体健康等外，还存在思想的被毒害和安全的隐患。

家庭教育中要科学的引导孩子科学的与网络对接，发挥网络的优势提升

自我，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份计划，包括上网时间，上什么样的

网络，如何利用 QQ、微信等现代交往工具等等。可不强行要求孩子不可

上网，也不能不监管孩子上网，要引导孩子科学合理的安排，发挥网络

对人的成长积极的一面，让网络成为孩子提升的一个手段。 

人生的道路虽然很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青春期的学子正处

在了人生的关键处，细心、耐心地呵护，智慧、鼎力地帮扶是此刻家长

该有的面貌，愿每一位青春期孩子的家长担当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帮

助孩子在人生的大道上平安、健康地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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