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阶段

“我好，你不好”

13-18岁

第三阶段
“你好，我也好”

18岁以后

孩子成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你好，我不好”

0-13岁

清算公告
华诺波尔多庄园

(烟台 )酒业有限公司解
散，进入清算程序，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凡与本
公司有未完债权债务的
单位和个人，请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
权并持交有关证明材
料，说明债权的有关事
项。逾期未申请者视为
自动放弃债权。特此公
告！
联系人：白鸣钟
电话：0535-5915999

华诺波尔多庄园
(烟台)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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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2 6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 2 5日晚 1 1点多，疑因遭
老师体罚而厌学，结伴离家出走
的1 5岁女孩小梦和甜甜终于安
全回家了。原来，两名女孩跟朋
友一起，被人介绍到桃村一家饭
店工作。经过父母劝说，孩子们
凭借机智，离开那家店回到烟
台。

“孩子回来了！”26日上午7点
多，小梦的妈妈张女士给记者打
来了报平安的电话。张女士说，她
跟小梦不停地短信沟通后，25日
晚上孩子终于接了她的电话。母
女两人推心置腹地说了很久。晚

上11点多，小梦和甜甜一起回到
了她家。之后，甜甜的父母赶去小
梦家，把甜甜接走。

说起这次离家出走的经历，
两个孩子都有点垂头丧气，且对
学校的厌恶心理依旧没有转变，
因此26日当天也没有去学校。而
家长们担心孩子被逼急了逆反心
理更强，也都决定先尊重孩子的
意愿。

打工经历没有想象中那般顺
利，两个孩子不愿意多讲，父母只
能从和孩子们的交流中，拼凑出
她们这次离家出走的经过。

原来，跟小梦和甜甜一起离

家出走的还有2名同龄女孩和1名
男孩，这名男孩因担心4个女孩外
出不安全，陪着她们一起找工作。
介绍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将5人拉
到了桃村。

到桃村后，一中年女子答应
收留他们打工。一起同去的男孩
觉得这里离女孩们的家远，环境
也不好，便劝4个女孩离开，小梦
和甜甜也流露出不想在此工作的
意思。

谁知中年女子不让她们走，
那名男生就偷偷报了警。而小梦
因为经常在妈妈的陪伴下看法制
片，比较警惕，在到达目的地下车

时已经偷偷记下车牌号。见中年
女子态度不好，小梦谎称父母已
经带警察赶了过来，中年女子这
才同意让他们自便。

随后，另外两名女孩想留在
饭店打工，不肯走。小梦、甜甜和
那名男孩一起坐长途车从桃村回
到烟台。

回到烟台后，小梦和甜甜两
人仍旧不愿意回家，直到晚上小
梦接起妈妈电话后被说服，把甜
甜带回了家。而桃村警方也通知
了另外两名女生的父母，25日晚
上11点多，两名女生家长开车将
孩子接了回去。

格《两名15岁少女结伴离家出走》追踪

出走的两个女孩已安全回家
她们被介绍到桃村一饭店工作，后来机智脱身

26日上午，福安中学副校长刘
先生在接到孩子安全回家的消息
后，也给记者打来电话。刘先生说，
学校决定给孩子安排心理辅导，
好好跟孩子谈谈，了解一下孩子
离家出走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因
为跟化学老师的关系而产生厌学
心理，他们会好好跟孩子沟通，让
孩子早日安心回来上课。

26日下午，小梦妈妈张女士
联系到记者。张女士说，小梦目
前的情绪还不稳定，一整天都躲
在自己的屋子里，不想见其他
人，也不想上学。学校校长已经
联系她，打算让老师给小梦补
课，但小梦现在不想见老师，张
女士便决定先顺着女儿，把课本
拿回家。顺便让老师趁她拿课本
的时候，好好跟她谈一谈。“我准
备带她出去散散心，让这件事先
过去，再让她好好上学。我们商
量过了，这学是一定要上的。”

张女士说，小梦在学校里有
个特别喜欢的老师，是福安中学
的优秀老师。学校方面决定安排
这名老师跟小梦谈心，解开心
结。而甜甜的家长也表示先顺着
孩子的意思，如果孩子坚持不上
学，就先送她去服装厂打一段时
间的工。孩子吃了苦，可能就会
理解父母的用心，怀念学校的生
活。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孩子情绪不稳

不想见人也没上学

本报邀多方专家把脉“脆弱的初中生”

孩子总有一段时期缺乏“支撑力”
本报记者 刘清源 蒋慧晨 孙健

在初中教育阶段，孩
子的心理是脆弱的，如同
玻璃一碰就碎。记者发现，
离家出走、喝“百草枯”、厌
学……这些极端个例往往
更多地发生在初中生身
上，这个群体到底出现了
什么问题？26日，本报记者
采访了教育专家、学校校
长、心理专家，共同把脉

“脆弱的初中生”。

“孩子的成长分为三个阶
段。”李元福说，第一阶段是“你
好，我不好”，家长在孩子心中
形象高大伟岸，只要家长说的
就都是对的。第二阶段是“我
好，你不好”，这一阶段的孩子
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是非观，
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觉得自己
的想法不被家长理解。18岁以
后，孩子们学会了左右权衡，学

会了为家长考虑，这一阶段的
特点就是“你好，我也好”。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副院长郑淑杰说，小学生胆
子比较小，没有能力反抗父
母或者环境。高中生的思维
已经趋向理性，初中生正好
处于有胆子少理性的阶段，
所以他们的过激行为表现得
更强烈。

原因：有胆子少理性，表现过激

两名初中女生结伴离家
出走再次让孩子的教育问题
成了热门话题。联想到本报之
前的一些报道，初中生走极端
的个例屡见不鲜。本报曾不止
一次的报道，初中学生喝下百
草枯酿成悲剧的事例。

在经历过如此多的极端

事例后，有人发现很多走极
端的例子往往都是发生在初
中阶段。

烟台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
元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对初中生走极端的现象进行了
解释。

“孩子的成长就好比小树

的成长，总有一段时期树干不
够茁壮，缺乏支撑力。”李元福
说，孩子在13-15岁相当于第二
次“断奶期”，这次“断奶”指的
是心理上的断奶。这个时期的
孩子们脆弱、独立、简单，渴望
独立却又思考问题片面，易怒、
易冲动。

现象：初中生屡现走极端个例

格怎么办？听听专家如何说

烟台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
元福说，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家
长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有了
逆反心理，是孩子们开始独立
思考的象征，是每个人成长必
须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家长
们在了解孩子的基础上，对孩
子做出正确引导格外重要。

教育专家的孩子是不是就
不存在“逆反”心理呢？李元福

说，他的儿子在初中时也经历
了这个时期。“那时看着儿子紧
握着小拳头，咬牙较着劲儿，我
觉得特别可爱。”李元福并没有
打骂儿子，而是选择在双方都
消气后通过故事讲道理，与儿
子沟通想法。现在李元福的儿
子已经出落成一个性格开朗的
阳光大男孩，相信这和李元福
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

在逆反期孩子的教育上，李
元福主张在家长了解孩子性格
基础上，选择引导方式，过分武
力不可取，过分溺爱也不可取。

“不打骂，并不表示家长没
有威望。”李元福说，他主张家
长要和孩子一起成长，孩子喜
欢的东西，家长也可以适当关
注，这样就能正确分析孩子心
理，做好沟通交流。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
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郑淑杰
多年来曾进行过无数次青少年
心理辅导。“很多在学校进行的
讲座，有时候学校一公布完成
绩，家长们就走了，更多家长关
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

郑淑杰介绍，很多家长在
孩子小时候不在意孩子的心理
成长需要，等孩子到了青春期，

情况严重了才着急。“这个时候
我就问家长，孩子小的时候是
这样吗？不是这样怎么能怨孩
子呢？”郑淑杰说。

郑淑杰认为，孩子就像一
颗种子，如果长得不好要找原
因得从播种者、土壤、环境找原
因。“现在工作上都有岗前培
训，又有多少家长学习做家长
呢？家长并不是天生的教育者，

却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孩
子，还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如何做一名称职的初中生
家长？郑淑杰认为很关键的一
个问题是，家长要跟随孩子的
成长一起转变教育方式。另外，
不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
孩子，可以多读亲子教育方面
的书、上网查资料和心理专家
多学习等。

烟台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元福：

家长不打骂，不意味着没威望

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郑淑杰：

种子长得不好，多从环境找原因

制图：孙雪娇

烟台山医院心理门诊医生
叶松涛介绍，初中生是青春期成
长的鼎盛时期，孩子这个时候开
始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是又没
有处理自己和环境矛盾的经验。
在没有求助方法的时候选择过
激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碰撞，也是
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虽然现在大部分学校都设
立了心理咨询室，但基本上都是
等学生主动到咨询室去才会起
作用。叶松涛介绍，国外学校会
设立团体互助模式，在固定课堂
上，学生间互相畅所欲言，表达
在班级、学校中遇到的问题。

“学生极少会主动走到咨询
室寻求帮助，但是如果建立起这
样的团体互助模式，就会在学生
群中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叶
松涛说。

烟台山医院

心理门诊医生叶松涛：

学学国外

学生间互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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