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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里问题》

内容概要

《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解答》内容简介：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无忧的物质生活、
空前的学习压力、紧密的亲情缠绕是当代独生子女的生活写照。孩子们有许多疑问：我的快乐在哪里?
我的痛苦源于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不了解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疑惑的家长也要问：我的孩子
怎么了?我的教育错在哪里?同样受困扰的还有教师，他们觉得学生太难教，同样会问：现在的学生内
心世界是什么样的?应该怎么和他们打交道? 《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解答》从心理学角
度探究孩子们成长的心径，揭示他们内心的奥秘，挖掘他们问题深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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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里问题》

精彩短评

1、案例丰富，语言浅显易懂，淡化了专业性学术性，适合家长阅读。
2、老师很全能啊，懂催眠又懂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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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里问题》

精彩书评

1、经常可以听到身边的家长不停的诉苦：“我那个孩子怎么就是不要学呢？怎么就是对学习丝毫没
有兴趣呢？”我们的家长最常挂在口边的话是：“希望子女比自己更有本事”，这也难怪，他们的成
长经历了太多的动乱，捱过了不少苦日子，很多事情他们想做已经没机会做了。　　而现在的孩子，
无风无浪的接受教育，成长于便捷的网络时代，便利的工具更多，获取信息更方便，家长老师们突然
发现孩子的求知欲反而下降了。十个孩子，八九个看上去懒洋洋，一副不屑一顾的老成：“我对什么
都没兴趣。”看来，信息量的增加没能提高人的求知欲、增强人的竞争力，反而让下一代对学习和生
活产生了惰性和乏味。如同众多家长老师困惑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不得不讨论，我们到底
要把孩子教育成怎样的人才。如果把今後的教育机构想成是生產“人才”商品的製造商，首先必須要
先確立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就是要製造什麼樣的商品。是對金融經濟很敏銳的人才？還是對IT非常犀
利的人才？抑或是語言能力特別強的人才？還是拥有能夠解決問題的“思考力”的人才？　　什么是
智力？智力不是惊人的记忆力；不是超强的表达力；不是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二十一世紀教育
的目的，是培育勇于在“沒有答案的世界”中挑战并可以存活下來的人才、可以活跃于世界中任何一
個舞台的人才。在当今如此高速发展的时代，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既然沒有答案，就不
能teach了。赋权增能（empowerment）的概念逐漸成為歐美教育的主流了。连日本的社會福利机构也
已經逐漸導入赋权增能概念。在赋权增能的概念下，教人的一方不是“先生”，而是“教師”。教師
唯一的工作是“协助学生学习和思考”。教師的职责应该是帮助學生learn，而不是teach。所以當學生
有疑問的時候，教師就從旁支援學生去尋找答案，而且和學生一起分享在得到答案之前的感動和興奮
。這才是教師的職責和任務。最好的教師或家长會說：“我也不知道，讓我們一起想！”如此一來，
教師的工作就會變成是一邊检验“這是不是一條通往答案的路”，一邊給予學生“勇氣”和“毅力”
前進至一條不曾踏入過的路。現在既然是“沒有答案的時代”，父母、教師當然就不能說“我告訴你
答案”。所以為人父母、為人師表者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适度的陪伴者，讓孩子发问、陪孩子思考，
并适时地給予建議。令人担忧的是，为数众多的家长都抢着当起了老师，自打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家
长们生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摩拳擦掌地扮演起“先生”的角色，高高举起手中的“戒尺”，教孩
子背单词默古文学奥数；教孩子写字素描弹钢琴；但是唯独不陪孩子思考，不让孩子发问。 当一个生
命自他降临世界开始就这样被不止一个“私人教师”teach着，我们怎么还能奢望这个生命会感激父母
感激老师感激社会？怎么还能奢望他有生机勃勃的求知欲、上进心？怎么还能奢望他成长为一个有解
决问题思考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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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里问题》

章节试读

1、《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里问题解答》的笔记-《孩子，你怎么了？》笔记1 亲子问题

        推介：
       陈默老师在华东师大心理咨询中心义务给助理们上咨询实务课程，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可爱的老
太太。好口碑一直在我的朋友同学之中流传。懒惰的我居然也去听过老太太的一节课，后来找室友要
来了一些课程的录音，老太太讲课的风格是我所欣赏的，非常务实，而且由于其丰富的经验，经常让
我们惊叹于其面对孩子问题时拨云见日的能力。
       前不久在图书馆转悠无意间遇到老师的这本书《孩子，你怎么了？》，瞬间就笑了，相信一定会
是一次不错的阅读之旅。
       书中使用的语言很平实，没有太多专业术语，易于理解，提供的建议可操作性强，很适合关注儿
童辅导、教育、咨询、治疗的人，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幼儿园的老师、中小学的班主任、学校辅导员
阅读。心理学或者相关专业的学生阅读也能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思路。
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根据症状背后的成因，将孩子们的问题分为七个类别：
      ①亲子问题。包括因孩子与父母交互模式障碍导致的不良行为，或因早年依恋关系缺失造成的与父
母的情感冲突等。
      ②发展问题。集中了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常出现的各种症状、孩子因神经功能发育的原因导致的原
发性学习技能障碍，以及他们在心理、学习上出现的各类困扰。
      ③情绪问题。解答的是成长中的孩子因内心冲突无法解决而出现的情绪障碍，以及因同一性发展困
难造成的情绪困扰等。
      ④情感问题。涉及青春后期大孩子们的问题，如性心理冲突以及与异性情感交流中的困扰等。
      ⑤行为问题。通过对孩子外显行为的描述探求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障碍。
      ⑥人格问题。涉及各年龄阶段学生的个性缺陷表现。
      ⑦创伤问题。触及的是孩子在生命历程中留在潜意识深处的伤痕，以及因灾难性事件的冲击造成的
心理障碍。

亲子问题——案例选摘（选摘的是我自己重点关注的问题，加上个人理解列出了处理问题的关键点，
具体操作可参考原书）
1. 如何对孩子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对于低龄孩子，父母的突然分离会引起孩子的分离性焦虑，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如果处理不当
，创伤性的记忆将长久地留在潜意识里，造成心理阴影。
        处理这个问题要注意两点：
        第一，不要编谎话，如出国了，出差了，谎话无法长久，会造成孩子对成人不再信任。而且可能
成为孩子的坏榜样，孩子以后再面对困难的问题时也养成编谎话来回避的坏习惯。
        第二，不要说对方的坏话，在孩子面前指责对方的不是，想在孩子面前充当好人的角色，让孩子
跟自己一起讨厌对方，会在孩子心中产生冲突，让其内心混乱不堪。

2. 家长教育孩子意见不合怎么办？
         对孩子的教育，即便家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也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起冲突，不然，对不明是非
的孩子来说，他不知究竟该怎么做，会越弄越糊涂，造成认识混乱，认识混乱的人可能形成有问题的
人格。最好一起学习育儿方面的知识，然后相互讨论对错。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夫妻两人又矛盾时，压抑的一方容易把负面情绪投掷到孩子身上，而另一方
看到孩子受指责、受委屈，又可能替孩子说话，抱不平。因此经常起争执。
        夫妻两人的教育观没必要完全相同，父母也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和观点。但是夫妻
双方不能相互诋毁，要认可对方的观点有合理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极端地去操控孩子以证明自己的教
育观是正确的。心平气和地对待对方不同的意见，让孩子自己选择，他会把双方观点中有利于自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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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怎么了?-儿童青少年心里问题》

展的东西挑选出来。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认为，人都有向上积极发展的欲望。

3.10岁了还什么都不会做，不会嗑瓜子，不会系鞋带，为什么？
        在确认孩子生产过程中没有问题，精细动作发育没有障碍的前提下，要考虑家长的教育问题。一
切都由父母安排好的孩子，会感到他是一个无需对自己的任何事情负责人的人，包括如何去思考。
        孩子很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无能”来满足他内心让周围的成人对他表示关注的需要，使大家都照
顾他，帮助他。这样发展下去会不利于形成健康的人格。
        家长一边帮他做一边唠叨是最无效的。既不要发声音，也不要帮他去做。让孩子意识到，每人关
心他的鞋带，每人关心他不会嗑瓜子，自己看着办好了。到了学校，自由他的老师和同学会指责他，
教育他，他会从别人的眼光、态度中明白鞋带是要系好的。慢慢他会为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
        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给孩子为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的机会。

4. 怎样鼓励孩子更恰当？ 
        有时家长会发现，自己一直在鼓励孩子，但是激励效果不显著啊。鼓励不当，有时会沦为吹捧。
问题在于如何鼓励。
        做家长知道要鼓励孩子，但是那些鼓励的话语常常显得很单调，“你真棒”、“你很聪明”⋯⋯
说鼓励的话要掌握一个原则：面对某个具体的值得鼓励、肯定的行为讲鼓励的话。
        例如，孩子把垃圾倒了，妈妈可以说：孩子，你参与了家里的卫生工作，及时把垃圾倒干净了，
是你作为家庭一员的责任心的表现。这样的鼓励可以将孩子倒垃圾的行为固定下来，以后他会愿意做
倒垃圾这件事。
        “你真棒”是比较空洞的赞扬，可以针对任何好行为、任何人，不是对这个好行为的直接强化。
有时过于“高、大”的鼓励词句反而会让孩子心烦，觉得不真实，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5. 早期依恋关系缺失可能引发的问题 
        书中关于亲子关系的案例很大一部分问题根源都是来自于早期亲子依恋关系的缺失。
        如，从小由奶奶带的孩子回到和妈妈一起住的环境下，变得很讨好妈妈。老是看妈妈脸色行事，
有时偷瞟妈妈的表情，而妈妈本身是比较挑剔的。作业要在妈妈监督下完成，妈妈不在就会很拖拉。 
妈妈安排的事情很积极，其它不然。
        如，14岁了的孩子还要妈妈挠痒痒，早上要妈妈帮忙挤牙膏，不然不刷牙。小时候从幼儿园到小
学都是住校，初中时开始走读。以前在学校都能自己料理，现在走读了反而“变小”了。
        如，15岁了居然动手打妈妈的孩子。从小爸爸妈妈工作忙，爷爷奶奶带大，初中后孩子坚持住寄
宿学校。一回家就躲进房间，家长督促其学习，嫌爸爸妈妈啰嗦。
        如，高二的儿子将父母赶出家门。小时候爸爸出差较多，大多数时间和妈妈一起度过，但母子之
间没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孩子看到母亲会害怕，甚至怀疑自己不是妈妈亲生的。爸爸回到家中时，
妈妈又不断向爸爸抱怨孩子的不是，爸爸教训孩子，孩子不愿爸爸回家。
        早期和爸爸妈妈分离的孩子，失去了和爸爸妈妈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和能力，逐渐会形成这样一
种意识：爸爸妈妈的工作比我要重要，我是不可爱的，我是被抛弃的⋯⋯或者形成类似的疑惑：我到
底可不可爱？他们到底爱不爱我？所以会出现14岁了要妈妈帮忙挠痒痒。
        另外，等到孩子大了，爸爸妈妈总是以管教的角色出现，不是督促他学习，就是跟他讲做人的大
道理，但就是没有安慰他、爱抚他的表现。
        类似问题，重建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弥补早期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之后后面的问题冲
突也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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