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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防与矫治》

前言

　　我的小师妹曾燕，在一次课题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青少年真是人生中一个美好的时期，我真想
去研究它！是的，在人的一生中，青少年时期是特殊的，又是绚丽多姿的。生理结构的悄然变化，自
我意识的萌生膨胀，朦胧感情的滋长潜藏，等等，有太多成长的故事凝聚在一个人的青少年阶段。只
不过当步入成年，乃至中年，忙碌和奔波充填了每一天，关于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只能在一些偶然事件
的诱发下才会想起。唤起大众对青少年这一群体的有意关注的，在心理学界当属发展心理学的先驱霍
尔，他把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从儿童扩展到了青年，并将青少年时期形容为“暴风骤雨”般的时期
。　　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不但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幸福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国家昌盛和民
族复兴的重要保证和必备条件。对于受到“少子化”问题困扰的日本，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
，青少年更是肩负着“大国”和“小家”的重负。青少年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在这个时期所作的选
择往往对今后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然而青少年又是欠缺社会经验的、心智尚未健全的，这使得他们常
有“英雄气短”之感慨，使得其果断有鲁莽之嫌。笔者本人曾经作过一个“虚无假设”：“如果在青
少年期能够拥有成年后的心智，或者至少让我在30岁的时候能够回到20岁去重新活一次，那么我的人
生将会更加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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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防与矫治》

内容概要

《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防与矫治》内容简介：我的小师妹曾燕，在一次课题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青
少年真是人生中一个美好的时期，我真想去研究它！是的，在人的一生中，青少年时期是特殊的，又
是绚丽多姿的。生理结构的悄然变化，自我意识的萌生膨胀，朦胧感情的滋长潜藏，等等，有太多成
长的故事凝聚在一个人的青少年阶段。只不过当步入成年，乃至中年，忙碌和奔波充填了每一天，关
于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只能在一些偶然事件的诱发下才会想起。唤起大众对青少年这一群体的有意关注
的，在心理学界当属发展心理学的先驱霍尔，他把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从儿童扩展到了青年，并将
青少年时期形容为“暴风骤雨”般的时期。
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不但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幸福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
的重要保证和必备条件。对于受到“少子化”问题困扰的日本，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青少
年更是肩负着“大国”和“小家”的重负。青少年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在这个时期所作的选择往往
对今后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然而青少年又是欠缺社会经验的、心智尚未健全的，这使得他们常有“英
雄气短”之感慨，使得其果断有鲁莽之嫌。笔者本人曾经作过一个“虚无假设”：“如果在青少年期
能够拥有成年后的心智，或者至少让我在30岁的时候能够回到20岁去重新活一次，那么我的人生将会
更加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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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支持性同伴团体策略　　实施这一策略需要五个步骤。步骤一：教师与受欺侮者A谈话，从
谈话中了解谁是欺侮者、旁观者、支持者或者A希望谁成为支持者，教师告诉A，他的问题将立即得到
妥善的解决，将有一个学生团体使他能生活得更愉快和安全。步骤二：根据上述A的提名，建立一个
支持团体，由6～8名学生组成，其中包括欺侮者、旁观者和支持者。由于团体成员的不同质性，所以
他们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原因。步骤三：告诉他们：“每个人在校园中都应该是快乐、安全的，但同
学A在校园中却和他们不同，他在学校里不愉快，你们有能力帮助他，协助他摆脱困境。”促使团体
成员理解A的感情体验，将与A谈话中了解到的感受，讲给团体成员听，询问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遇到A这样的情况，心情会怎样？会不会渴望得到援助？步骤四：要求团体成员提出帮助的建议，不
必要求建议是否有效，也不必要求成员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成员的参与意识与
使命感。步骤五：要求成员每周汇报进展一次，并对他们的进展进行表扬和鼓励，要求他们继续帮
助A，这种团体对A的帮助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使A形成依赖感，一般一个月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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