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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逆反心理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如果不能
都这个阶段的学生进行有效的疏导和引领，就很容易出现青少年
误入歧途的状况。为此，各个教育主体都应当认清自身教育过
程中的责任，反思教育手段中存在的问题，在相互沟通中寻求
合作，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构建优质的整体环境。

1　青春期逆反的原因分析
1.1 父母关爱不足，教育方式存在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大多数父母都忙于日常工作，这也

导致其很少会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并且孩子与父母之间也缺乏必
要的交流沟通，并且家长所关心的也仅仅只在于孩子的学习成
绩，忽略了孩子内心中隐藏的情感，针对其在日常生活当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也只是单纯的利用不懂事这三个字进行概括。
在这种缺乏家庭关爱的条件下，正好处于青春期的学生是完全无
法通过自身来排解心理上存在的苦闷的，其也只能将这些在成长
阶段中所出现的烦恼累计在心里，在加上亲情方面的情感需求没
有得到科学合理的满足，使其开始逐渐与父母疏远。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父母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所采用的也是传统的
教育方式，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采用暴力手段来进行教育，但这
种方式所取得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也许有少数学生在父母的
严厉教导下开始约束自我行为，但是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心理健
康；还有很多学生在暴力手段下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逆反心理，
最终导致自身和家庭共同受到伤害。

1.2性成熟带来的心理变化
生理上的变化会对心理产生影响，性成熟会带来心理认同感

的变化，也就是说青春期学生认为自己在生理上已经接近成人，
所以就想当然地将自己代入了成人的角色，在生活中逐渐开始用
成人的标尺衡量事物，要求他人能够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自己，
对于长辈们的说教总是表现得不耐烦，想要在行为上实现彻底的
自由，反感他人对自身行为施加的干预，甚至于不希望父母过多
的倾注关怀，认为这是将自身当作小孩子的表现。所以说，在独
立意识的作用下，逆反心理也就变得愈发强烈。

1.3学校对学生心理健康缺乏疏导
青春期逆反心理问题的严重也和学校教育不到位有关，多数

学生的青春期维持着家庭到学校的两点一线生活。此外，学校不
仅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还承担着教育学生的重要责任，不过
在应试教育和落后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学生们的个性化发展诉求、
心理健康需要都没能得到妥善兼顾，这就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无法
得到及时疏导，逆反心理也就由此产生。

1.4社会环境的变化
时值信息化时代，学生们从网络上接触到的信心远超以往，

但是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青春期的学生又没有形成良好的辨
别能力，所以在上网的过程中学生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现今，很多落后的思想、腐败的观
念影响了学生的思维，导致青春期学生的逆反行为变得愈发出格、
恶劣[1 ]。

2　如何引导青春期逆反学生健康成长
2.1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的机会
处于青春期当中的学生，其形成逆反心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重视青春期逆反，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简太英
湖南省邵阳县塘渡口中学，中国·湖南 邵阳 422100

【摘　要】青春期的学生朝气蓬勃，充满着希望，但是这个阶段的学生也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为了帮助学生摆脱逆反状态，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本文将对逆反心理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提出引导建议。

【关键词】青春期；逆反心理；引导策略

无人进行疏导，而学生也仅仅只能将这些不良的情绪压抑在自己
的心中。因此，教师就可以通过主题班会活动的形式，来为每一
名学生提供出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机会，确保其能够更好的阐述
出自身的烦恼以及苦闷，而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开导。
然而，还有一部分学生会由于心理自卑而不敢在公共环境中表达
出自身思想，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先引导学
生从一些比较小的烦恼开始讲述，比如学习压力大的疏解方式，
以及同学之间产生的矛盾等，尽管这部分问题相对较小，但在日
积月累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的心理健康，而学生将这
部分问题讲述出来过后，一方面能够减缓学生自身的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明确学生的实际心理情况，将班会打造成
负面情绪的宣泄口，学生产生消极情绪、逆反心理的可能性也会
有所下降。

2.2深入学生群体，了解学生心理状态
教师应当充分尊重青春期的学生，尝试和学生交朋友。而这

样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如果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代沟，学生就
很难在日常的学习以及生活过程中将自身产生的各类困难与教师
进行分享。因此，教师就必须要积极进入到学生群体当中，明确
每一名学生的兴趣以及爱好，在不断的交流沟通当中来接近学生
与教师的距离。同时，在此基础上，教师也可以直接公布出自身
的时间表，让学生在自己有时间时咨询自己，而由于一些学生相
对比较内向，不喜欢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这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
提供出自身的社交账号，使得学生可以在线上与自己进行联系，
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自身的各种烦恼分享给教师，促进教师进
一步了解学生。

2.3教师应当和家庭建立联系
学校和家庭作为教育的两个主体，应当携手肩负起青春期

学生的教育问题。这样做也是因为部分学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
表现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应当贯穿学生完整生活，否则心理健
康教育的作用就比较有限。教师借助主题班会等活动了解学生
们的烦恼以后，可以将孩子们的心理状况反映给家长，并且通
过各种交流渠道和家长分享专业的教育知识，警示家长暴力教
育的危害性，促使家长够改善自己的教学手段，防止青春期学
生因为家庭压力过大出现的自暴自弃、忤逆抗拒的状况。同样
的，家长也要和教师反映孩子在家庭中的表现，从而构建起双
向的交流渠道，进而实现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行之有效的
避免逆反心理的产生[2]。

3　结束语
青少年是社会建设的后备军，青春期逆反的问题应当在青春

期中解决，而不是任其发展导致学生自食恶果。所以说，各个教
育主体都应当承担起对青少年的教育责任，共同构建起全方位的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让青少年能够在困惑、烦恼时得到指引，从
而树立起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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