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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前言

　　我们不需要呆板的教育　　我们不需要被思想控制　　我们不要在教室里被黑色讽刺　　嗨! 老
师们! 离孩子们远远的吧!　　——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墙上的又一块砖》　　许多人认为这首歌是平
克想要颠覆当时的教育制度，但其实并非如此，它所强调的是教育不能抹煞个性。当孩子们（童声）
唱“我们不需要呆板的教育”时，他们不是针对整个教育制度，而是想表明他们不需要老师教他们怎
样去思考，不需要受思想上的控制，也不想因犯了小错而被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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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内容概要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内容简介：社会发展的缺失和父母自身的问题，限制了他们同孩
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并采取理性的教育方式。父母借助孩子满足自己的需求，却扼杀了孩子至关重要的
心灵成长，从而使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和幸福生活蒙上了阴云。
米夏埃尔?温特霍夫用他振聋发聩的分析和论断，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孩子的情感如何被成年人滥用，
并结合生动的案例予以证明：孩子不是小大人！只有把孩子当做孩子对待，他们才能具备积极意义上
的生存能力。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教育是帮助人类实现更美好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作者勾
勒出一个实际的蓝图，让父母了解如何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能够为自己与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美
好的未来。

Page 3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作者简介

作者/米夏埃尔&#8226;温特霍夫
　　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资深青少年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社会心理学家。生于1955年，
已婚，家庭美满，膝下两个子女。毕业于波恩大学医学院，1988年创办自己的心理诊所。温特霍夫多
年来始终专注于深入观察和分析青少年心理障碍，并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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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书籍目录

第1章 超级妈妈和教育危机——如果孩子变成了小皇帝 　淘气包尼克拉斯 第2章 我们的孩子是怎么了
——假想小饼干和未完成的家庭作业 　让孩子掌权！让孩子掌权？ 　太有“个性”的萨拉 　与孩子
的正常交往和孩子的正常发展 　一个孩子如何体验世界：世界观的形成 　克劳迪娅与假想小饼干 　
不是个案 　帝国反击——我们的思维必须转向 　从健康到病态 　与一个当事人的谈话——教师的亲
身体验 　拒绝完成家庭作业的菲利普 　我在门诊遇到的几个案例 　被孩子阻挠的会谈 第3章 为什么
心灵的作用如此重要 　一个健康心灵的故事 　久炼成师——为什么心理功能只能在反复锻炼中形成 
　“怪孩子”阿德里安 第4章 分阶段沉沦——从直觉教育到共生关系 　学校活跃了起来 　这对父母形
象意味着什么？ 　传统教育——直觉的价值 　一位女教师的自述 第5章 第一类沟通障碍：伙伴关系型
——孩子从附属地位中被强制解放出来 　一切设施按照“孩子的需求”——幼儿园里的伙伴关系型机
制 　您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吗？——学校里的伙伴关系型教学方针 　一名小学教师讲述不听话的男孩
马丁 第6章 第二类沟通障碍：投射关系型——父母隶属于孩子之下 　孩子是我的测量标杆 　孩子的存
在，就是为了让我得到爱 　别对孩子这样！家庭外部的压力 　爷爷和奶奶就是为了娇惯孩子而存在
——家庭内部的压力 　斯文和他的化学实验箱 第7章 第三类沟通障碍：共生关系型——如果父母的心
灵与孩子的心灵融为一体 　人性神经细胞 　马塞尔受伤事件的是与非 　孩子在共生型关系中成为成
年人身体的一部分 　把孩子的冲动当成自身刺激 　孩子绝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成年人与孩
子接触时的反应是一种条件反射　——共生型关系为何变成了对孩子的暴力 　对孩子心理发展的影响
　走进孩子遭人恨的王国 　教师被绑在了虚拟的耻辱柱上——网络暴力 　展望未来——日
本Hikikomoris 的例子 　几个案例 第8章 受到干扰的社会 第9章 我们有何出路：重新恢复沟通能力——
把孩子看成是孩子 　幼儿园和小学：急需改变 　祖父母的新任务 　回归的条件：先认识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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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章节摘录

　　与孩子保持伙伴型关系在今天已是常态。它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家庭生活几乎已经无一
例外地建立在伙伴型关系规则之下。对此有很多解释，但事实是孩子被置于成年人的世界，不得不接
受成年人的衡量标准。　　社会的发展已经适应了与孩子建立伙伴型关系，但却对成年人提出了越来
越高的要求，同时也影响了成年人与孩子的交往关系。　　现实社会使成年人陷入了一种欲壑难填的
困境。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上世纪80年代，安装电话还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尽管当时“衙门”的工作作风普遍拖拉，但人们还是可以放心，只要向邮局提出申请，不会
等很长时间一台电话机就会送到你家，并且电话线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电话机大多是邮局租金的组
成部分，不需要专门购买。　　而今天安装电话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你需要做出众多选择：你
需要有哪些功能的电话机？电话机上各式各样的缩写符号和技术概念都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哪家服务
商？服务商的哪种付费标准最适合你？所有这些“电话决定”随着时间又成倍增加，因为座机接通以
后还要签订手机合同，还要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　　当你终于觉得电话机、线路和费用问题都已经
解决时，问题却还远没有结束。人们一般在签约一周以后才发现，市场上又有了更为合算的服务。并
且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所选择的电话由于技术复杂使用起来并不像想象那样得心应手。家里的因特网
几个星期不通，甚至电话不通，近些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是电话线路，今天也不像以前那样插
进相应的插座上就可以了，现在多数情况下还要设置在个人电脑上。　　这个例子说明了很多问题。
即使看来最简单的事务，今天也已经让人们不堪重负。有些技术成果看上去没什么用处，但掌握起来
却很难。此外，电信领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电信中使用的科技型电器越来越
多，极大影响了人际交流的方式。人们之间越来越疏于见面，因为通过电信途径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
交流。这对语言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短信媒体引发了一系列语言的简化，不久前还无人理
解的表达现已成为日常用语了。　　电话的安装选择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但所有事件都有着同样
的倾向。人的压力过大，看来似乎难以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接轨，从而感觉自己“愚蠢”和“无能
”，就连掌握一些简单的事务也显得力不从心。前面提到的人们之间疏于见面的状况，还带来另外一
个后果：人们很少相互交流消极的体验，因此越来越觉得自己做不到和不知道的，其他人却能做到或
者知道，继而更加重了自我挫败感。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面的描述具有以下意义：成年人的自信
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缺失，在方向感、认同感或者安全感方面都出现了失落和孤寂，进入成年人社会的
天然归属感已经消失不见。　　因此，与孩子进行伙伴关系型交往，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结果
。但是，很大一部分处于伙伴型关系的成年人，已经进入沟通障碍的第二阶段：从心理学角度看，他
们已经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　　孩子对父母的爱是与生俱来的。为说明这种爱的绝对性，我们
只需看一看离开父母的受虐儿童的典型行为方式就够了。这些孩子常常在短时间内又回到父母身边，
并向他们表白忠心，即使发生过不愉快的经历，却不能改变他们对父母的热爱。　　而我所关注的是
另外一种现象，即作为孩子感情投射区的父母，却进入了一种需要孩子来满足自身要求的状态。同样
情况也出现在保育员和教师身上。他们本应受到孩子的尊敬，却同样把他们所辅导的孩子当成了自己
的感情投射区，以平衡心理上的缺失。尊敬和爱在这里变成了同义词，这正是现实的悲剧。两个词均
显示了对个体的认同，在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成年人世界中相互认同的方式。但由于成年人的社会
压力日益沉重，这种认同已不可能实现。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只能围绕自己旋转。这个感知与社会阶
层无关，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无关。　　我从原则上把投射关系型障碍划分为两类不同的表
现形式，它们以不同的程度在父母或其他当事人身上体现，具体如下：　　1. 把孩子当做自己优劣的
测量标杆（父母）　　2. 孩子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得到爱（不仅指父母，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
外界人员，如祖父母、保育员、教师、收容所和青年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孩子是我的测
量标杆　　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做感情投射区，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孩子的社会行
为和学习表现，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均处于父母的控制之下。正常情况下，孩子在这些领域的错误行
为将受到父母的惩罚，而正确的行为则被看做仍然不够，需要继续锻炼。　　但处于投射型关系下的
父母则有另外的反应，他们把孩子的社会行为和学习成绩看成是测量自己优劣的标杆。如果孩子在两
方面都表现良好，那就是父母的功劳；如果出现了问题，则百分百是父母的过错。这样做的结果令人
不快：没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能够取得好成绩，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有良好的表现。处于投射型
关系的父母，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及格的。　　这里出现了现实权力关系的倒置：父母成了孩子的
附庸，他们的自信完全建立在孩子的行为上。　　　　孩子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得到爱　　嗷嗷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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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哺的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就生活在伊甸园里。不论需要什么营养还是有什么愿望，几乎一按电钮就
能立即得到满足，一声哭喊就能牵动父母的心。孩子从伊甸园走向自主发展的阶段，愿望不再自动得
到满足，但这种发展并不是主动完成的，而是需要父母或其他相关成年人的引导。　　但是，处于投
射型关系的父母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把孩子正常的对立反应当做是爱的丧失
，出于自身需要，他们不能容忍。　　愿望的满足需要等待，但却被孩子看做是被人冷淡，因而必须
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改变，如喊叫、哭泣、申诉和一些肢体动作等。所有这些表演随时都可能发生，
例如在幼儿园，送孩子的父亲和接待他的保育员都会制止他立即冲向他喜欢的秋千，因为根据教学计
划还没有到玩秋千的时候。　　在运动功能领域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孩子需要某种运动的时候，
就应进行相应的鼓励。比如跑步，应不应该跑完全程，绝不是孩子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尽管身体条
件允许，孩子也会在途中出现阶段性疲劳现象，或者在跑步过程中受到干扰，不再向原定的目标跑去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必须坚决违背孩子的意愿，让他们继续按原定计划跑下去。这很可能引起孩子
的对立反应，自然容易与父母发生冲突，但双方都必须接受这种状态。当父母处在投射型关系中的附
庸状态时，却会倾向于回避这样的冲突，据说如果对抗就会危及孩子对自己的爱。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父母屈从孩子追求舒服的欲望，不再要求孩子坚持跑完全程。近年来在这方面一项最为变态的发明
，就是所谓的Kiddy-Board，一种可以连接在婴儿车上的滑板，较大的孩子可以站在上面，由父母推着
婴儿车前进。这样一些工业发明的出现，完全反映和支持了我的看法。这种发明非但毫无必要，而且
还会助长发展中的缺失。　　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幼儿园离家并不太远，家长本来完全可以
骑自行车接送孩子，但却非要用汽车不可，意图很清楚，就是要避免骑自行车的劳累。有时父母甚至
根本就没考虑过要让孩子骑自行车。这实际上是投射型关系中的父母在超前满足孩子可能有（连孩子
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欲望。　　这些孩子不久以后就会由于运动功能异常而出现在肌肉治疗门诊室，
或者进入运动型的集体心理训练的行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学习如何改善运动功能的这些孩子，
却常常是坐汽车前来接受治疗的。治疗师费尽心机试图改变孩子运动异常的状态，可荒唐的是下课后
孩子却仍被汽车接回家去。这种怪异的状况看起来似乎过于特殊，但普遍现象却是，不论是用汽车接
送孩子的家长，还是幼儿园或学校人员都只是承认孩子的症状（有运动困难），至于如何解决，就只
能把问题推托给外界了。　　对父母来说，除了把问题推给有关的治疗机构外，还可以责怪幼儿园的
保育员和学校的教师。结果呢，就是在相应的机构里异常的孩子日益增多，这无疑会使这些机构和家
长之间产生矛盾，而父母们也长期承受着超负荷的压力。这种普遍的超负荷压力使父母萌发了不现实
的期待，他们期待在家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能够得到解决。　　这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从事教育
的人员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因而也就无法承担起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他们现在只想着如何进一
步满足孩子的需求。而在这其中常常是以伙伴型关系的理念影响决策。其实，幼儿园本应给孩子提供
一些基本概念，如“人”、“空间”和“过程”等，以便通过对心理功能的反复锻炼，使孩子能够顺
利地融入社会（首先是上学的能力）。但在投射型关系中权力倒置的背景下，这些常识似乎已经过时
了。正如我们在伙伴型关系中描写的那样，现在做得更多的只是一味迎合孩子的冲动，避免和孩子发
生冲突。　　同样，幼儿园的保育员也以这种形式希望从孩子那里获得爱戴和认同，因为他们在社会
里得不到这些，于是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孩子身上，他们行动的座右铭是：“我要从孩子那里得到我
需要的爱。”然而，这只能满足孩子表面的需要，但在投射型关系的影响下，人们却看不到这一点。
不幸的是，这些保育员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孩子6岁时顺利上小学创造心理条件。　　事态发展的
悲剧性只有在保育员发现孩子出现了错误行为时才逐渐清晰。在投射型关系中，保育员想要抑制这种
自然冲动，在孩子面前保持适当的距离已经不再可能。他不再采取行动，只是做出诊断。他从关注的
角度观察孩子，然后拿出诊断结果。比方说，一个孩子常常远离其他孩子行动，可幼儿园的保育员却
不去把他从孤僻中拉出来，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活动。他们只以伙伴型关系的心态观察孩子，按照成
年人的标准把孩子诊断为抑郁症。　　我们再次说明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现这个孩子
特殊行为的那位保育员所看到的，从心理学角度看，并不是他作为教育工作者所辅导的孩子，而是他
自己。而这正是投射型关系的含义。成年人和孩子间的自然距离已经完全被取消，保育员已经无法承
担自己原本的教育义务，因为他已经把孩子放在了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他只能把孩子的行为看成是
病态，因为站在这一位置上的孩子本该和自己一样，呈现出另一种表现。他认为孩子应该认识到这一
点，然后自己到其他孩子那里去。　　这种投射型关系理念的逻辑结果就是把孩子移交给治疗师，把
孩子当做“抑郁症”患者对待。确诊小孩子，甚至幼儿为抑郁症，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高潮，尤其在
美国特别盛行。但我们的调查表明，孩子的异常行为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诊断为抑郁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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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的结果。当一个成年人由于社会造成的情感缺失而陷入了投射型关系并受其摆布，他的任务就不再是
进行教育活动，而是医学诊断了。　　作为儿童心理医生，我除了在诊所工作外，还经常去收养所访
问，发现那里的专业工作人员也越来越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官方的青年事务管
理局的工作人员身上，实际上已波及整个青年救助领域。近几年来我在那里遇到不少类似的现象，他
们对前来求助的青少年的讲述几乎不再做调查，而是给予完全信任。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些青少年试
图从他们认为过于严厉的家庭出走，希望被青年收容所接纳，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零花钱、更多外出
机会和较少的要求”。这些青少年为了被收容所接纳，甚至不惜夸大事态，妄称他们在家里经常挨打
、吃不饱饭或者被关禁闭，尽管这些理由一经审查大多站不住脚。但已陷入投射型关系的青年事务管
理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收容所的人员，却常常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审查，因为他们在对申请者进行所谓“
帮助”时，可以实现被爱戴的潜在欲望。　　　　别对孩子这样！家庭外部的压力　　带着5岁的孩
子去逛超市，父母必须做好受虐的准备，并保持良好的心态。处于绝对权力阶段的孩子会将超市视为
理想的游戏场所，他要在那里测试自己的权力，向父母施压，尽情扮演小独裁者的角色。很多超市常
常把儿童玩具部设置在收银台附近或主要通道上，并不是没有意图的。没有一个孩子能经受住货架上
那些花花绿绿的诱惑。想方设法让父母为自己买点东西，成了孩子逛超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超市里常常看到这样一幕：孩子哭闹着让父母给自己买心仪的玩具，东西不是很大，比如说一辆玩具
小汽车。因为家里儿童室的一个篮子里已经装满了这种玩具，父母于是告诉孩子，今天不能买这辆汽
车。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拒绝孩子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时周围站着的人却插手进来，将谴责的目
光射向了似乎冷酷无情的父母，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猜疑的神情，头脑中开始了常规式心理分析：或许
这对父母超负荷工作，从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或许这对父母还坚持早已过时的权威式教育原则。他
们的态度一目了然：这对父母不对，拒绝孩子希望得到一辆小小的玩具汽车的要求是不公正的。有时
还会出现那句典型的评论：“别对孩子这样！他只不过是要一辆小汽车嘛！”有时甚至还会有人说：
“您过去肯定也曾希望得到一辆小汽车吧！”这句话正好命中问题的核心。说这句话的成年人，恰好
体现了投射型关系的理念。他并不是为了希望得到汽车的孩子，而是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也就是
投射到自身，他觉得就好像是自己想买这辆汽车而遭到父母的拒绝。他进入了孩子的平台，同时也进
入了与父母冲突的境地。他为此当然得到了孩子相应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恰恰是投射型关系影响下在
成年人世界中得不到的反应。　　以伙伴型关系的理念与孩子交往，目前已经是绝对的常态。投射型
关系理念虽然已被很多人接纳，但仍然有些父母与孩子交往时保持着某种等级关系。在上面提到的超
市中，那对父母所表现的正确行为方式却受到了质疑。在他们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人陷入了投射型关
系，从而否定了正确的教育方式。　　如果把环境的概念扩大，那么尴尬的局面就更明显了。例如，
近年来在教育政策上讨论学校成绩下降问题已经成为常规项目。在“人人应受教育”的理念中就曾有
人认为，应该让较弱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至于他们在就业时或工作中显现出来的力不从心，看来已
经被有意地忽略了。这种表面的忽略，同样可能是政策范畴内的一种非意识投射型关系影响的表现。
这也不过是得到认同的欲望决定了行为方式，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标准对教育状况进行真正的分析，结
果就简单得出结论说对学生的要求过高了。　　很多学校今天所以能够让大批学生顺利升入各个年级
，就因为对成绩要求的下降已经在广泛的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几年前，北威州一所天主教学校的女教
师告诉我，她给学生的分数都比实际成绩高一分，否则就会出现大批5分和6分（德国学校最高分数为1
分，最低为6分——译注），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及格升级。　　我们可把老师分为两类，一类已经陷
入投射型关系当中，从而认同这样的政策，或者在相应的讨论中提过这样的建议。　　另一类教师并
不愿意有这样的结果，他们希望在合理要求的基础上授课。他们想因材施教，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
了相应的教育手段。　　不仅政策上如此，孩子的父母对这类教师也不感冒。减少成绩压力和降低成
绩标准的要求，早已成了社会的共识。这类坚持原则的教师会被怀疑是刻板僵化的权威，不是伙伴而
是强制者。　　超市的情形或许尚可一笑而过，毕竟它反映岀的状态并不典型且多少还可以控制。尽
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看一下真正称职的父母的周围环境，因为在很多父母的身后还潜伏着一个重
大的隐患：爷爷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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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心灵的作用与心灵的沟通
2、现时代不能太宠溺孩子，这本书很好的输出了这个道理
3、一位德國教育者對當代兒童教育的撥亂反正。雖然國情有異 觀點卻無疑鮮明而有力。讓孩子成爲
孩子 而成年人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 而非一邊以自我為中心 一邊又任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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