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的个性越来越“女孩子气”
我今天的求助是为了儿子。15岁的小

伙子，长得人高马大，可性格绵软得还不
如一个女孩。外甥女比儿子小两岁，俩孩
子都喜欢京剧。晚上去公园散步，看见京
剧票友，外甥女也不管唱功如何，就敢上
前扯开稚嫩的嗓子跟人家切磋技艺。我鼓
励儿子也去亮亮相，可他扭扭捏捏，腼腆
得直摇头。

我在家没有管教儿子的权利，我对孩
子稍稍严格一点，双方父母和妻子立刻组
成联盟，对我发起进攻。我坚持“男孩穷
养”，希望儿子吃点苦，培养他的阳刚之
气，但妻子绝不允许儿子受丁点儿的委
屈。空闲时，我和儿子骑车去郊外，故意走
一些崎岖的山路，以此来锻炼他的耐力和
意志。夏天，我带儿子去水库夜钓，深夜让
他一人睡帐篷，希望增加他的胆量。类似
这些很“爷们”的活动，在家人眼中就是对
儿子的虐待。我们父子俩出了门，像被“爱
心团”遥控似的，一会儿是老人心疼的电
话慰问，一会儿是妻子的短信叮嘱。儿子
骑车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腿上被石子划了
一道口子，伤口并不大，贴个创可贴就完
事，妻子却责备我吃饱了撑的，“在家好好
的，非得把孩子摔伤你就踏实了。”父母直
接给我下了硬命令，以后不许带着孩子再
去冒险，岳父甚至提醒我，“你这样会把孩
子带‘野’的。”久而久之，儿子也厌倦了户
外运动，在家上网打游戏，不和我们说一
句话。

妻子溺爱儿子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
发指”的地步。单说挤牙膏和放洗澡水，这
两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妻子都要帮着
做。我让儿子洗碗，妻子立即上前阻止，不
满地瞪我一眼，“孩子这么小，你可真舍得
用他。”15岁的小伙子，连双袜子都洗不干
净，将来上大学怎么能独立呢？我的担心，
妻子不以为然，她经常说，“大不了我陪
读。”妻子这种态度，我是一点招也没有。

儿子被宠得很不像话。同事来家做
客，儿子低头玩手机，同事跟他打招呼，这
小子坐在靠背椅上居然连眼皮都不抬一
下，手指不停地划拉屏幕，搞得同事相
当尴尬。同事走后，我批评儿子，你都
快上高中了，一点礼貌都不懂。我的声
音并不高，儿子委屈的眼泪就流下来
了。顿时，我成了众矢之的。妻子嫌我
对儿子太凶，我妈搂着儿子，给他擦
泪，我爸在一旁“和稀泥”，“孩子大了自
然会懂事的。”

除了哭，沉默寡言也是儿子擅用的表
达方式。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女同学因为
一道数学题争辩，一开始还能听到儿子据
理力争，随着女孩滔滔不绝的反驳，儿子
不吭气了。女孩走后，我问儿子，你俩的答
案谁对啊？儿子瓮声瓮气地回答，“当然是
我对了。”“那你怎么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呢？”儿子一脸无辜，“她那么凶，要吃人的
样子。”老师曾说过，儿子上课从不参加互
动问答，听不懂的课程，他也不再多问。

“在课堂上回答错误多丢人啊，显得我多
笨似的。”想不到儿子如此脆弱敏感，宁肯
不懂装懂，也羞于启口。

儿子害羞的性格让我着急，但他那种
“女儿家”的生活状态更让我崩溃。儿子特
别爱干净，清早不洗头绝不出门。我说，你
晚上洗了澡，干吗清早还得再洗头呢？他
答：睡了一晚，发型已乱。儿子洗脸要用洁
面乳，卫生间洗漱台上的男性护肤品全是
他的。外甥女经常取笑我儿子，“你还是男
人吧？比我这个女孩子都讲究。”爱干净无
可厚非，但到了这个份上，是不是有点过
头了？

我真搞不懂儿子是怎样一种心理，男
孩子家却热衷于艳丽缤纷的色彩。他的休
闲套装全是糖果一样的色调，就连他用的
手机也是一款粉色系的，书包上还挂着

“小丸子”卡通吊坠。在儿子身上，我丝毫
看不到男子汉该有的粗犷气，是我不懂时
尚还是思想太守旧了？

说起来着实难为情，儿子一直都是和
我睡，他胆小，晚上去卫生间也要把我推
醒陪着他。我若出差不在家，儿子就和他
妈妈睡。我提醒儿子，这么大的男孩不可
以跟妈妈一个卧室，儿子可怜兮兮地说，
晚上害怕，不敢一个人睡。照此下去，儿子
将来如何能扛起男人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坦白地说，我们对儿子的教育是失败
的，我希望他优秀，更渴望他有一种铁骨
铮铮的男子汉气质，但我找不到正确的培
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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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的父亲所描述的儿子虽然
身材人高马大，但是缺乏一定的“阳刚之
气”，日常生活中，穿衣打扮“糖果”色调，
性格文静柔弱，缺乏自信，心理承受能力
脆弱……这种男孩“女性化”的现象其实
质是男孩性格的“弱化”，具体表现在行
为畏缩，缺乏敢为性，如不敢说、不敢做、
不敢冒险、不敢表现自己等等。

造成男孩性格弱化的原因很多，如
社会“好孩子”概念的界定，学校男女教
师比例失调、教育评价制度有偏及家庭
中父母专制或溺爱的教养等。从上面父
亲的陈述可以看出，在本案例中，母亲、
祖父母的溺爱及父亲的软弱可能是儿
子“女性化”的根源。首先，现在的孩子大
多是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家里
的小皇帝，谁都不愿意让孩子受一点伤
害。尤其是男孩儿，因为他们天生好动淘
气，所以父母事无巨细，手把手地保护
着。妈妈、奶奶总是嫌父亲等男性“手太
重、不会照顾孩子”，压根就不给他们密
切接触孩子的机会，更反对父亲带孩子
参加一些有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久而久
之，“圈养式”的过度保护使男孩失去了
自主锻炼的机会，父亲管教的缺失也使
他们习惯被女性保护照顾，思维模式逐
渐趋向女性化。虽说知道自己是男生，却
不知该如何成为一名“风雨一肩挑”的男
子汉。其次，该父亲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
处于弱势地位，没有管教儿子的权利，并
且在沟通儿子管教方式过程中很容易
放弃自己的主见。家庭中的这种现象会
进一步使儿子认为男人处处都要听女
人的话，男人应该唯唯诺诺，这导致儿子
的男孩性格进一步弱化。

如何克服这种“女孩子气”，让男孩
充满“阳刚之气”呢？

首先，父亲和母亲要共同负责孩子
的教育，形成优势互补。在孩子的心目
中，母亲是水，父亲是山，山水相依，缺一
不可。在本案例中，父亲已经意识到儿子

“女孩子气”的问题，所以父亲应先与母
亲、祖父母等家庭成员努力做好沟通交
流，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例的深入分析，帮

助他们意识到儿子当前存在的问题对
未来发展的影响，也让他们懂得父亲在
儿子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父
亲是儿子学习的榜样，父亲的一言一行、
阳刚之气可以激励孩子，就算是父子之
间发生冲突，也可以让儿子学习如何与
权威、与有不同意见的人相处。

其次，创设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父
母要慢慢“放手”，孩子的事情尽量让他
自己做主、独立处理，不要包办代替；并
且要适当地让孩子承担一定的照顾祖
父母、照顾父母的家庭义务和责任，使他
们体验到自我价值和责任感。另外，父亲
或者父母一起尽可能多地陪儿子参加
户外活动或进行体育活动，在活动中，让
儿子体验到冒险带来的刺激和成功带
来的喜悦；同时也锻炼其耐力和敏捷性。

再次，要让儿子经常体验到成功的
快乐，给儿子充分的自信心。成功来自充
实的准备。比如，为了让儿子待客大方不
畏缩，可以在客人来之前，让他先参与整
理客厅、打扫卫生等工作，在此期间，轻
松自然地告诉儿子一会儿怎么说话，送
茶送水等也可以提前演练一下。当客人
到了以后，鼓励他照着去做。客人的表扬
对他的言行就是一种强化。几次之后，就
能大胆应酬了。

第四，在培养孩子的勇气和胆量方
面，可以先交给孩子一件在其能力范围
之内的事情，告诉他如何去办。如果孩子
自己无法完成，家长可以先陪同一起完
成，之后逐渐放手。由小事到大事，由简
单到复杂，几次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能力
就会有所增强。

最后，多与学校和老师沟通交流。通
常“男孩女性化”的孩子容易在朋友群体
中被边缘化，被其他同学孤立，从而
产生内向、胆小及忧郁的性格特点。
鼓励并帮助孩子多参与到同性别群体
的活动中，帮助孩子多交一些关系较
为稳定深刻的同性别朋友，同时，也
让老师在课堂上主动提问一些他有把
握的问题，得到老师的表扬后，主动
性自然就会提高。

让男孩充满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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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君子的标准有“三
和”：“语柔和，身矮和，心平和。”首要
的就是话语温软如玉，在表达心意的
同时让对方生出欢喜心。但如今，我们
常用尖刻语、冷峻语使别人感到被伤
害，也在无形之中为自己设置障碍。美
国“实用个人发展”网近日刊文提醒，
以下四组词要慎用。

“应该”、“必须”、“一定”。“你必须
去”、“一定得答应我”、“你应该这样
做”……这样的措辞生硬、居高临下，
给人压迫感，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最
好换成“可以这样吗”、“我建议”、“我
觉得”等商量口吻，再解释一下理由，
比如“我实在太困了”等。

“不得不”。像“我不得不洗碗”之
类的表达会给自己没有生活主动权的
消极心理暗示。不妨提醒自己：“我爱
我的家人，愿意为他们洗碗。”事情虽
没变，心情却改变了。

“不能”、“不可能”、“绝不”。这些
绝对否定词就像在别人面前甩上门，
让人尴尬，伤人感情，把机会挡在门
外。事无绝对，山重水复疑无路，还能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不妨用委婉的“可
能不行”、“可能有困难”等来表达。

“闭嘴”、“讨厌”、“你别管”。生硬
的拒绝带来负面情绪，哪怕开玩笑也
别随意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
一旦当真，就可能造成情感伤害。也别
用指责的话，实在不想被打扰，可以单
纯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如：“我现
在头很疼，能让我静一会儿吗？”也可
先表达感谢，“谢谢你的关心，但请让
我自己呆一会儿好吗？”别人就很容易
接受了。

时刻记得用柔和语、恭敬语来待
人，人际关系会变得优雅而美妙。

据《印度快报》9月5日报道，发表
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的一项
研究显示,骗人并侥幸逃脱惩罚后，人
们会体验到一种“骗人得手”后的兴奋
感，而不会心存内疚。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招募了
1000余名志愿者。第一步，研究者先假
定一个考试作弊并获得奖金的情景，
结果大多数志愿者预测自己事后会很
愧疚；第二步，志愿者真的通过作弊拿
到了奖金，结果他们的实际感觉很

“爽”。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人们
从不诚实行为中获益较少，并且没有
损害别人的利益。但尽管如此，没有被
惩罚可能对人的良好感觉影响更大。
因此，不要轻易饶恕任何骗子，以免他
们尝到甜头。 （王晨）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解读

为什么有人老撒谎

沟通少说10个词

沟通艺术

必须、不得不、不可
能、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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