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国留学让青春期的孩子
经历更多不确定

心理学大师埃里克森用“自我同一
性”理论来剖析青少年的各种“长不大”
的问题行为。自我同一性是人们在寻求
自我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理
想、信念、职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等的思考和选择。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意味着我们对自身已经有了充分的了
解，能够确立起自己的理想与价值观，对
未来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总也“长
不大”，用埃里克森的理论来说，就是没
有确立好自我同一性，也就是“我们不知
道自己是谁”。

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时期应该完
成的“作业”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
回答这一问题所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自
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之间的矛盾。

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
方面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父母在惊喜
之余，应该认识到这种变化首先震撼的
是青少年自身的心灵。

在这一时期，他们会对自己格外关
注，也会变得更加敏感。因为这些突如其
来的变化，每个青少年都会不由自主地
思考诸如“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等问题。这一阶段他们会进行“未来
将抱着何种策略生活”的种种尝试，在各
种尝试后，一旦做出了某种一致的选择，
他们就获得了同一性，长大成人了。而自
我同一性的确立，也标志着青少年阶段
的“作业”圆满完成，为逐渐形成的健康
人格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家长把青少年时期的孩
子送出国读书，而这一时期正是孩子的
自我同一性建立的黄金时期。正如埃里
克森的著作《洞见与责任》中所描述的，
这些出国留学的青少年就像一个个移
民，而这种到一个陌生世界的新身份，无
疑给正在建设自我身份的青少年造成了
又一个心理上的“创伤”。

没有确立自我同一性
就无法顺利工作和生活

如今的家长热衷于孩子的教育，
其实是现今社会竞争激烈程度在教
育方面的反映。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在
最关键、学习效率最高的阶段努力打
地基，争取在进入社会的时候，起点
能够比其他孩子高一点，最起码不能
比别的孩子低，所以希望通过补习
班、兴趣班等各种方式锻炼孩子的学
习能力，提升他们的素质。

但是，除了学习成绩层面的关注之
外，父母也应该注重孩子心灵层面的健
康，让孩子在进入社会之时，真正达到人
格上的独立，能够按照社会规范去生活。
同一性的确立，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发
展，关系到他能否更好地适应社会、能否
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如果一个孩子没能很好地确立自我
同一性，会发生什么呢？

他们可能会发展出自我中心、个人

崇拜、狂热主义等不良社会态度，将自己
的信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而不考虑其
他人的感受；或者会崇拜暴力组织、复仇
组织、吸毒组织等，卷入和采取某种破坏
性的行为，将自己从主流社会的规范中
分离出来。

如果家长不重视孩子在青少年
期可能发生的自我同一性确立的问
题，那么内心的问题很可能会反映到
外部世界，严重的就会出现“校园暴
力”等问题。

青少年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不断
探索来了解自己，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
以及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和理想进行认真
思考，确定即将到来的成年生活的人生
目标。这意味着他们能在社会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能奉献自我，实
现自己的价值，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感
受自己生活的意义。若在青少年时期没
有很好地确立自我同一性，就无法在接
下来的人生中顺利地工作和生活，影响
人一生的发展。

开放民主的亲子关系
有利于孩子“长大”

开放的交流和民主的气氛，有利
于青少年正确认识自我，对有关自我
的发展进行思索，自主地选择自我的
发展道路。过于溺爱或滥用权威，都
不利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过
于溺爱的父母事事都替子女做出安
排，不给孩子进行自我探索的机会；
过于严厉的父母可能会让孩子屈从
自己的意愿。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青
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包括一
种自信：即有信心让自己满足他人的期
望。父母期望过高，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压
力，让孩子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满足不
了父母的期望，失去自信。若是父母的期
望不符合孩子自己的发展愿望，也会影
响孩子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以至于失去
梦想，不再期待未来，如强迫孩子学钢
琴、绘画等。

埃里克森将青少年期又称为心理的
延缓偿付期。心理的延缓偿付期允许还
没有准备好承担成人社会义务的年轻人
有一段拖延的时间，或者强迫某些人给
予自己一些时间。而这又不仅仅是一个
缓冲期，青少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接触
各种人生、思想、价值观，尝试着进行各
种选择，经过多次尝试，反复循环，从而
决定自己的三观和将来的职业，最终确
立自我同一性。国外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的意义也是如此。

埃里克森建议青少年拿出一段
时间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达到自
我了解，他认为这段时间对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很有意义，成人社会在这段
时间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不要
拿成人的理想和标准逼迫他们，而是
给他们时间、空间和选择的可能性，
因为他认为青少年仍然需要“游戏”，

“儿童的游戏与老人的理智是他们在
各自的季节收获的果实”。

□吴在天

有位女生发来邮件吐槽，说她的男朋
友太爱讲道理。有时候她只是闹一点小情
绪，比如和家人发生了矛盾、工作不顺心，
抱怨几句，想有个人安慰自己一下，哄哄
抱抱啥事都没有了。然而，男友总是一本
正经地讲道理，分析事情的对错。

因为男友说的好像都是对的，于
是，她就有股无名火不知道发到哪里
好。再后来，就完全不想听男友说话，要
么争吵，要么冷场。

很多父母也会用一些正确的道理
来逼迫孩子，让孩子走自己认为正确的
道路。这样做的好处，可以极大地满足
父母自己的想法和自恋。在亲密关系
中，我们也常常在追求“我是对的”这种
自恋想法。

有位心理同行分享过一个案例。有
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长期冷
战，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如果有，也是吵
架。妻子一开口和丈夫说话，丈夫就回
避她，拒绝任何交流。

妻子一直对丈夫的收入不满，抱怨
丈夫不求上进。当咨询师试图让她看到
抱怨并不能促进丈夫事业进步的时候，
她很有底气地说：我说的这些道理都是
对的，他怎么就不懂呢？

和过于自恋的人沟通，基本上都会
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他永远正确有道
理，你永远错误耍脾气。

这对夫妻之间筑起了一堵超级自
恋的墙，所以丈夫拒绝和妻子交流。

所以，那位太爱讲道理的男朋友看
不到女友的情绪，也害怕看到女友的情
绪。他怕看到了搞不定，他怕看到了之
后显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他选择不
看，他选择保护自己的自恋不受挫，所
以他拿出了一大堆的道理来告诉对方，
哪里不好，该怎么样做……这是一种过
度理智化的心理防御机制，可以防御因
为自己出错而产生的羞耻和愤怒。

但这种防御往往令对方陷于一种
莫名难受的状态，就如发来邮件的那位
女生，常会有股无名怒火，却无处可发。

还有很多讲道理的父母，为了正确
而切断了与孩子情感流动的道路。他们
用过度现实化、过度理智化来回避情
感。只有正确错误，只有事实分析，只有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一切背后的情
感都被忽略掉了。

但是，当你越来越有道理，你和伴
侣之间、和孩子之间的那堵墙也越来越
厚。当你越来越正确的时候，可能你的
亲密关系却越来越错误。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更多的是情感，而非道理。

总是讲道理的男友，可能会逼出一
个常闹情绪的女朋友；总是要求正确的
父母，可能会教出一个总爱出错的孩
子。别为了正确而切断了情感，更不要
害怕面对真实而把对方置于错误之地。

很多时候，道理在拥抱面前一文
不值。

我想要的是拥抱
你却跟我讲道理

【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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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于我们家来讲真是悲催的
一年。

我老公原本在婚纱店做摄影师，我在
事业单位上班，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有房贷有车贷，虽说需要精打细算，但一
家三口的日子很温馨。每年我会存点钱，
给女儿将来上学用。

或许男人骨子里都有股闯劲，希望做
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老公也如此。他觉得
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开一家婚纱摄影工
作室。我一听，立刻朝他泼冷水：“你每月
好歹有4000元的薪水，旱涝保收，何必去冒
险。”老公却不认同我的观点，“男人不赚
有数的钱，靠固定的薪水永远没有机会改
变生活。”

我阻挡不了老公，只能尽力支持，毕
竟他在做正经事。我拿出多年的积蓄，加
上双方父母凑的钱、向朋友借的钱，2016年
年底婚纱摄影店开张了。我对生意上的事
一点也不懂，只能在闲暇时帮他做做宣
传。

由于是新店，生意不好做，竞争也激
烈，老公只能压低价格。原本想着万事开
头难，熬过这段日子，生意会好转。谁承
想，去年10月中旬，老公接到通知，由于道
路整改，沿街商铺拆迁重建，店内装修白
白损失了10多万。开店不到一年，钱没赚
到，反而背负了将近30万的外债。

上个月女儿因感冒没去幼儿园，老公
带她在小区玩滑梯时，她摔了一跤，磕破
了下巴，去医院缝了几针。医生说会留下
轻微的伤疤。那一瞬间，我对老公的不满
彻底爆发了：“连三岁的孩子都照顾不好，
你还有什么用！”

老公现在正忙着找工作，我想假如当
初他听我的话，不折腾，也不至于遭遇现
在的窘困。

情感解析：
首先跟江云分享一个西方的真实故

事：丈夫急着出门上班，看到桌子上有一
瓶打开盖子的药水，因为赶时间，他只是

大声告诉妻子“记得把药瓶收好！”然后匆
匆上班去了。妻子在厨房忙得团团转，忘
了丈夫的叮嘱。他们两岁的儿子拿起药
瓶，被药水的颜色吸引，一口气喝光了所
有药水。男孩由于药物中毒被送到医院，
结果抢救无效。焦急的丈夫赶到医院，得
知噩耗非常伤心，看着儿子的尸体，望了
妻子一眼，然后在她耳边悄声说，“ I love
you，dear！”（亲爱的，我爱你！）

西方人将丈夫的这种行为称为“前摄
行为”，意思是面对不幸时要控制局面，而
不是被糟糕的局面所牵制。之所以讲这个
故事，就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当遭遇
困境时，迁怒解决不了问题，更没有“假
如”可以推翻已发生的一切，而是要在突
发变故时懂得控制情绪。

虽说老公生意失败，但钱可以再赚；
女儿的下巴留下了疤痕，可她依然健康。
2017年过去了，是好是坏都已成为昨天。
非常喜欢一句名言，送给你：遇事学会面
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老公的折腾

使这个家陷入困境

【情感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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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小雅

你你
的的
孩孩
子子
为为
什什
么么
总总
也也﹃﹃
长长
不不
大大
﹄﹄

心心理理热热点点

当青春
期的孩子出
现各种行为
问题时，家
长总会给孩
子贴上“不
懂事”、“没
长大”的标
签。可是，一
句“没长大”
真的就能将
这些一笔带
过吗？不断
发生的青少
年校园霸凌
等事件让我
们不得不正
视这些“长
不大”的孩
子到底出了
什么问题。

□吴嘉琦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