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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映电影《侏罗纪世界3》中，侏罗纪公园创办人的孙女正值14岁，家
里遭遇变故，在与男女主角的相处中出现了一些无法沟通的难题，男主角的
一句台词中提到了“危险的14岁”。现实生活中，不少家长也发现，孩子进
入初二之后，变得不好沟通，脾气急了，还说不得。中华中学初中部心理专
职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孩子进入“危险的14岁”时，他们会有“假想观众”的心理现象，敏感、情
绪易波动等，其实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变，家长学会察言观色之余，四个建议
也要牢记。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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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要学会“察言观色”，让“危险的14岁”不再危险

出现“假想观众”的心理，希
望维护良好形象

建议：父母一定要给足面子

在电影《侏罗纪世界3》中，男女主
角想跟女孩交流，灌输一些道理，女孩
并不想听，径直回到自己房间，并戴上
耳机。听到记者这样的描述，张雯笑
说，这种现象可以称为“14岁现象”，从
她工作中的经验来看，“14岁现象”最
大的特点就是：家长和老师会发现孩子
好像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但具体有
哪些不一样，可能还说不清，但他们会
形容说“孩子好像变得像一头小怪兽，
不受控制了”。

孩子的“14岁现象”让家长感到焦
虑，甚至抓狂，“在工作中经常跟家长交
谈，他们有几句话是相同的，就是孩子
现在一点也不听话，跟小时候的变化很
大。”张雯笑说，她在学校里常跟学生们
聊天，其实他们也会半开玩笑地说“老
师，我现在是中二期，很中二的”，可见，
他们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心在这个阶
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雯以她在工作中的经验给记者
梳理了孩子“14岁现象”中一些比较明
显的特征。首先，他们开始维护良好的
自我形象了，尤其在他的朋友同学面
前，所以家长一定要给足面子。

孩子们其实知道父母的很多道理
是对的，但他们更希望家长能单独跟他
说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语气就
不能好一点吗？为什么要居高临下？”
张雯表示，这个年龄的孩子敏感，道理
其实都懂，所以更在意家长说话时的语
气和态度。

张雯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年龄的孩

子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心理现象叫“假想
观众”，会感觉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有一
堆人在围观，因此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
象，这是一种意识觉醒，“相对来说，年
纪小一些时他们的关注更多的是向外
的，而到14岁，他们更多地开始内观，
关注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在别人眼里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张雯还举
例说，家有14岁孩子的家长可能也会
发现，孩子上学前会在镜子前待很久，
其实他不一定是谈恋爱了，而是需要那
个自我良好的感觉。

想拿到话语权和掌控权，所
以不听话了
建议：少评价多倾听，适当退一退

14岁的孩子开始有想法有主见，
让家长感觉“孩子不听话了”。这时就
需要家长能够“少评价、多倾听”。

张雯解释说，14岁左右是孩子建
立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成熟的重要阶
段，他们会有很多思考，在包容的环境
里，他们会非常乐意地去表达和交流，
所以特别需要自己信任的朋友和亲人
能够多一些倾听，“这期间，家长一定要
先学会察言观色，去倾听，一定要耐
心。常常有学生跟我说：我还没开始讲
呢，我妈就一通道理。父母的道理永远
都会有很多，如果一味不顾孩子的情绪
和需求去讲，他是听不进去的”，对于
14岁的孩子来说，他们的人生需要自
己历练和尝试，经过自我探索而得来的
经验，他们才能够更好地去接纳。

“母亲在这阶段的感受一般更明
显，孩子14岁时会特别想拿到话语权
和掌控权，他们首选最容易对抗的就是

跟他关系最近的家长，大部分都是母
亲。所以有些母亲会感觉青春期的孩
子总爱跟自己吵架。”张雯说，这时期的
孩子想“飞”，谁跟他近，就要先把这个
人给顶开。母亲这时候很容易心态失
衡，所以建议母亲“往后退一退”，转移
注意力关注一下自己，比如给自己买买
衣服做做美容，拥有自己的社交，给孩
子留出空间，慢慢地就会发现与孩子的
关系反而好转了。

上一秒笑眯眯下一秒气呼
呼，身体“半熟”发育

建议：家长要做定海神针，帮
忙托住他

第三个明显特征就是孩子的情绪
容易波动，可能前一秒还在笑眯眯，下
一秒就气呼呼了。

张雯解释说，其实这也是正常现象，
从5岁到20多岁，大脑在不断发育，每个
部位发育时间有先后。其中大脑边缘系
统，主要负责情绪的生成和表达，一般在
15岁以前发育成熟。而负责高级认知功
能，包括做出决定、抑制冲动等的前额皮
质，却要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也就是
说，14岁的孩子已经能和成年人一样感
知丰富的情绪，却受限于前额皮质的发
育未成熟，无法拥有成年人控制行为的
能力。这种生理发育上的不均衡，也造
成了14岁的半成熟现象。

所以说，孩子们的秒变情绪，真的不
是他们故意的，而是他们控制不了这种
突如其来的变化。因此需要家长是一根
定海神针，能够去托住孩子的情绪，“一
般来讲，等他们到18岁，身心发育平衡
了，情绪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14岁现象’虽然危险，但危机
中总是蕴藏着机遇的。其实很多时
候，遇到家长诉说孩子不听话了、叛逆
了，我都会先恭喜他们，因为这说明孩
子的成长发育是完全健康的。”张雯笑
说，这个年纪，他们的独立性增强，开
始寻求自我价值感，是人生观、价值观
建立的关键期，也是一个可塑期。张
雯建议，家长先照顾好自己，创造良好
的家庭氛围，然后再从积极的视角去
看待孩子的变化。她也从经验出发，
给出了一些小贴士：

第一，尽量不要越界，足够地尊重
孩子，“我在上课时也问过学生，发现
家长偷偷看孩子聊天记录这个现象很
普遍，恰恰说明很多家长在跟孩子的
互动中界限感不够。”家长可以关注孩
子的安全、做好孩子日常生活起居的
服务，至于孩子交什么朋友，怎么交朋
友，不妨在旁边先观察一下，如果是可
放心的，就放手让他们去尝试，如果不
放心，就找一个自己和孩子情绪都稳
定的状态下去交流，其他不要多插手。

第二，多倾听，不清楚的地方再问
一问，了解后再发表意见，注意用词；

第三，少批评多鼓励。多看到孩
子身上的闪光点，帮助孩子保持稳定
情绪，实现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

第四，家长需要多多去看到孩子
身上优秀的品质。14 岁的孩子在身
心发育的同时又是承上启下的学习阶
段，学业、心理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都
很敏感，希望家长们都能重视“14 岁
现象”，必要时要向专业的心理工作人
员或者家庭教育人员咨询请教。

教你四招
顺利度过1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