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第1章  男孩与女孩天生不一样

第2章  男孩是最难“控制”的

第3章  不打不骂做个好父母

第4章   自古顽绔少伟男

第5章   穷养男孩并非放养

第6章  走进男孩的内心世界

第7章  时刻关注男孩的情绪

第8章  穷养的男孩内心很强大

第9章  不打不骂给男孩成功个性

第10章  让男孩锻炼出健康的体魄

第11章  教男孩培养绅士风度

第12章  帮男孩跨越青春期障碍

第13章  把男孩培养成男子汉



第1章

男孩与女孩天生不一样

日本松田道雄在《育儿百科》里说：如果可以，最好生两个以上的孩子，如

果有两个孩子，最好是一儿一女，因为男孩跟女孩不一样。男孩有他独特的生理

特点，只有了解了关于Y染色体、睾丸素、男性大脑结构等相关知识，才不会对

男孩的冒险精神、精力旺盛、喜欢打斗、喜欢探索等问题感到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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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不骂穷养男孩

说一说男孩独有的“Y”染色体

提起染色体，人们并不陌生。人体的每个细胞内都有23对染色体，也就是46

条染色体，包括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男孩与女孩的常染色体都是一样

的，但是性染色体却不一样，正是不一样的性染色体决定了孩子的性别。

性染色体分为X染色体和Y染色体，男孩的性染色体是由X和Y组成，而女孩的

则是X和X组成。也就是说，Y染色体是男孩独有的，决定了孩子的性别为男性。

根据研究表明，Y染色体上的基因只能由亲代中的雄性传递给子代中的雄

性，也就是由父亲传递给儿子。因此，在一个家族里，所有男性的Y染色体都是

一样的。

千万不要小看了男孩所携带的Y染色体，它不仅决定了男孩之所以为男孩，

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男孩才会表现出很多与女孩完全不同的特性，例如，更

具有冒险性、攻击性和竞争性。

对于大多数有男孩的家长来说，男孩的成长历程就像是一部惊险的探险电

影，说不定哪个时刻，他们就会因为探险而受伤；也说不定哪个时刻，他们就会

惹出或大或小的麻烦……

父母了解男孩的染色体情况对教育有什么帮助？

其一，通过“生长基因”鼓励男孩。据英国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男人的平

均身高在174.4厘米，女人的平均身高则是162.2厘米。男人的平均身高比女人要

多13厘米。也就是说，Y染色体上面包含着增加身高的“生长基因”。

由此可见，通常情况下，男孩注定比女孩长得高大，所以要比女孩承载起更

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如果你想让男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你可以这样

说：“你是男孩，你的力气大，就应该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妈妈是女人，需要

你的帮助。”你这样说，他会很愿意参与其中。

其二，帮助男孩提高抗病能力。科学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能够保证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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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正常发挥作用的基因全部是X染色体，由于男孩比女孩少一条X染色体，相

比之下，男孩的免疫力就弱一些，患传染病的概率就高一些。

因此，父母在生活中要帮男孩提高抗病能力，平时让他多喝水，多吃蔬菜水

果，多参加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弥补男孩少一条X

染色体的不足。

其三，能够理解男孩的那份脆弱。通过观察，你会发现，男人总有特别脆弱

的一面。大量科学研究表明，Y染色体在长达约3亿年的进化中一直在变小，所

含基因也在逐渐减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男孩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看上去也

有不同程度的恋母情结。男孩看似勇敢坚强，实则非常脆弱。因而，男孩特别需

要得到关爱。

所以，父母除了让男孩吃饱穿暖之外，一定要重视他的精神需要。多与他沟

通，多关心他、理解他，让脆弱的男孩感受到爱和温暖。

其四，不要忽视对男孩进行性别教育。既然Y染色体决定了孩子的性别，那

么，父母就要通过教育让男孩对自己的性别有所认识。一般来说，男孩在一岁半

左右就知道了自己的性别，他能通过观察周围人的发型、外观、长相等特点分辨

他人的性别。光他自己知道了还不够，父母一定要注意强化孩子的性别。不要把

男孩当女孩养，比如，给他穿裙子、扎辫子、涂口红等。在穿戴上一定要把男孩

当做男孩去打扮。平时要让男孩玩坦克、手枪等带有男性化的玩具，不建议引导

他们玩布娃娃或者毛毛熊等东西。

Y染色体已经决定了他是个男孩，在教育方式上，就不要过度保护，而应该

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鼓励他去探索、去冒险、去奋斗。这样才会让男孩所携带

的Y染色体发挥作用。

查一查男孩调皮捣蛋的“祸首”

心理学家将男孩称为“有攻击性的小机器”。在运动能力、爆发力等方面，

男孩要远远胜过女孩。同时，男孩的动作速度和猛烈程度也会远远超过女孩。男

孩天生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这取决于体内的睾丸激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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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男孩还在妈妈肚子里时，他体内的睾丸素就开始形成了。由于这种雄性激

素的存在，男性特征便开始显现。比如，他们的睾丸和阴茎开始发育。

当男孩出生后，体内的睾丸素几乎相当于一个12岁男孩体内的睾丸素的含

量，睾丸素不仅促使男孩的身体发育，而且促使男孩具备更多的男性特征。比

如，刚出生男婴的阴茎偶尔会出现轻微的勃起。

男孩出生几个月后，男孩体内的睾丸素含量会下降到出生时的1/15。

在男孩蹒跚学步的整个阶段，体内的睾丸素含量一直比较低。因此，蹒跚学

步的男孩和女孩在行为上表现得特别相似。

当男孩长到四周岁左右，他体内的睾丸素激增，甚至达到之前的2倍。

当男孩长到五周岁左右，小男孩会对战斗、英雄行为、冒险以及需要花费极

大精力的游戏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在11～13岁这一阶段，男孩体内的睾丸素含量再次开始急剧上升，甚至达到

蹒跚学步时的8倍。这时，男孩的四肢快速生长，身高会猛增，而且男性特征会

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例如，长出胡须、出现喉结，等等。越来越喜欢主宰、控制

环境，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力来估计自己在所处集体中的地位。男孩喜欢竞争，

竞争的环境可以使他变得更加兴奋，男孩也更愿意接受挑战以及喜欢没有任何理

由的冒险。一位男孩的妈妈对她的好友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

我儿子从学会走路开始，就不断地给我制造麻烦：小的时候爬桌子把牙都磕

坏了；上了幼儿园也常常与别的小朋友打架；上了小学，仍然是麻烦不断，我常

常会因为他的某些捣乱行为而被老师“请”到学校……因此我为了他可真是忙翻

了天。

几乎在每个男孩小的时候，都会得到很多“昵称”，例如，“捣乱鬼”“破

坏王”“麻烦制造机器”等。其实，男孩之所以会得到这些称号，都是因为他体

内的睾丸素。睾丸素的力量真的会超乎一些家长的想象。

既然睾丸素的力量如此巨大，那男孩表现出的好动、破坏行为、制造麻烦

等，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睾丸素的存在，所以在很多时候，男孩总是通过“制造

麻烦”表现出自己的男性特征。

男孩喜欢玩冲锋枪、坦克、飞机等，喜欢捉弄小猫、小狗，喜欢拎起它们的

小耳朵让它们叫唤。

男孩喜欢玩火、喜欢扔石头、喜欢耍棍子，他们会在游戏中粗鲁地推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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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

男孩有时还会故意激怒比自己小的孩子，从中取乐。

男孩在做事的时候注意力很集中，但是耐久性很差，表现得很毛躁。他们经

常没有听清指令就会盲目行动。

男孩喜欢张扬的做事风格，并且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自豪感。他们的行

事风格看上去果断、大气，富于斗志和进取心。

男孩天生好动，喜欢拆卸，会出于好奇把家里的闹钟拆掉，为了听听清脆的

响声而把杯子摔在地上。

面对不断制造麻烦的男孩，很多家长为此感到“头痛”，总是感慨地说：

“要是个女孩，就好了。”当然，有很多家长也会试图通过“骂”和“打”的方

式，让男孩听话一些。

但教育专家明确地指出：如果父母总是试图通过打骂让男孩“屈服”，那他

将来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如果父母能够巧妙地引导男孩做正确的事

情，使他们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些男孩往往就会表现得非常出色。　

男孩与女孩谁更聪明大脑说了算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感觉：男孩没有女孩聪明。比如，当大多数的女孩都能

够滔滔不绝地讲故事时，同龄的男孩往往才会说最简单的几句话；当大多数的女

孩都拿着小剪刀学习剪纸时，同龄的男孩往往不能灵活地拿剪刀或握笔……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男孩与女孩大脑结构不一样。

当胎儿还在妈妈身体中孕育时，男女胎儿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别就已经形成

了。第一个差别是男孩大脑的发育速度明显慢于女孩大脑的发育速度。第二个差

别是男孩大脑的左右半球之间的联系少于女孩。

人类的大脑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人类大脑的两个半球各司其职：右脑主管

形象思维（视觉的、绘画的、几何学的、综合的、图像、直观感觉等）；左脑主

管语言逻辑思维（算术的、伦理的、分析的、理论和解析等）。这两个大脑半球

依靠神经纤维束相互联系，男孩脑内这种纤维束的体积要远小于女孩脑内纤维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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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积，因此，男孩左右脑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少。

因此，男孩常常对猜字谜、组词等很反感，但女孩却很感兴趣。这是因为男

孩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一般只用一侧脑半球思考，而女孩却可以同时用两侧脑半

球思考。因此，男孩的思维没有女孩那样周全、细致。

经过科学研究发现，男孩的大脑右边皮质较厚，而女孩的大脑左边皮质较

厚。因此，几乎每个男孩在数学方面都要比女孩好，而女孩在语言方面却要比男

孩好。男孩天生就马马虎虎，不善于认真思考，而女孩天生学理就差一些。

明白了这些，家长在教育男孩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如果他总是马马虎虎，

不愿意思考，也不要打骂他，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天生如此。当然作为家

长，也不要忽略了教育的主动性。事实上，家长的期望、教导等，都会影响到孩

子技能的发展和能力的培养。

家长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法会对男孩的大脑发育产生影响。比如，与女孩相

比，虽然男孩大脑的左右半球之间的联结少，但如果家长坚持给孩子读书，并耐

心地与他们沟通，也就是说，经过后天的训练，男孩大脑的那些缺陷是可以得到

弥补的。

一位家长这样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

孩子没出生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书，知道男孩与女孩的显著区

别。2008年3月，我儿子出生了。儿子刚满1岁时，我每天都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给

他读书。当我这样做时，妈妈还总说：“孩子还不会说话，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

么吗？你这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我没有因为妈妈的质疑而放弃，还是坚持每天继续给儿子读书。虽然儿子并

没有因为我的读书而过早地学会说话，但有一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当我拿

着书要给他读时，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后来，随着儿子月龄的增长，他已经渐渐地能跟我一起读那些简单的句子

了。如果他喜欢上某个故事，就会听得非常入神。为了培养他的语言能力，我常

常会问他：“宝贝，你说接下来会怎样？”他会很认真地去想，然后把自己的想

法说出来。

总之，家长还可以利用男孩与女孩大脑的差异性，有重点地去开发他们的智

力。例如，引导并锻炼他们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并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培养并锻炼他们的学习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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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岁——喜欢腻在母亲的怀抱里

上幼儿园中班的果果又“闯祸”了。在幼儿园里跟别的小朋友打架了，脸上

还被抓伤了。老师告诉果果的妈妈，说果果很调皮。果果妈妈无奈地摇摇头，对

于孩子的顽皮，她经常领教。

面对喜欢调皮捣蛋、打架的小男孩，妈妈们都比较苦恼。不管怎么说，孩子

都是一天一天长大的，需要一个过程，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妈妈们能够做的就是

尽可能多地了解孩子，掌握他们的特点，给予正确的引导。

0~6岁，这是男孩成长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男孩性别特征并不是那

么明显，一般来说男孩是属于母亲的，因为他们很脆弱，需要妈妈温柔的关爱。

处于这个阶段的男孩喜欢让妈妈抱着，喜欢妈妈跟他玩，喜欢妈妈的关爱和

抚摸。因为妈妈为男孩提供母乳，妈妈慈祥可亲，所以能给男孩最大的抚慰。

可以说从出生到6岁期间，妈妈的爱和教育会影响男孩的一生。如果妈妈与

男孩经常交流、精心培养，又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安全感，那么就会使男孩的

大脑得到很好的发育及完善，使他获得更多的讲话技巧，孩子以后就会更好地适

应社会，大踏步地前进。反之，如果妈妈总是情绪低落或者是喜怒无常，经常打

骂男孩，那么男孩的大脑就会发生变化，慢慢变成一个或胆小怕事或脾气不好的

男孩。

因此，在这一阶段，妈妈需要了解男孩对应的特点，然后对症下药，用心

培养。

1.理解力有限，说太多无益

4岁的果果哭着闹着要找妈妈，爸爸对他说：“儿子，别闹了，妈妈跟同学

去聚会了，过几个小时就回来了。”爸爸越是安慰，果果哭得越凶。

其实，果果爸爸不知道，根据男孩现在的理解能力，他根本不明白“跟同学

去聚会”“过几个小时”是什么意思，男孩唯一知道的就是妈妈没在自己身边。

妈妈千万不要跟这一阶段的男孩讲太多的道理，动不动就向他们解释为什么

不能朝地上洒水？为什么不可以爬到柜子上去？为什么见了人应该礼貌地向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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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呼，等等。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说教都是徒劳的。偏偏有的脾气不好的

妈妈因为多次教男孩，男孩总是记不住，让他们长点儿记性，为了让他们长点儿

记性，便打骂男孩。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时期的男孩根本没有理性

思维以及逻辑思维的能力，向他们解释太多、给他们讲太多道理，只能让他们觉

得烦躁。

2.需要妈妈更多的耐心与关注

这一阶段的男孩，他们在生理上和情绪上要比女孩脆弱。比如，同样是刚出

生的婴儿，男孩比女孩对疼痛更加敏感，当他们感觉潮湿或不舒服的时候，男孩

更容易哭闹。即使到了6个月大时，男孩仍然需要妈妈的照看，女孩则会通过吮

吸手指和玩玩具等寻求安慰。

这一阶段的男孩更渴望被关注，如果妈妈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关注，他们甚至

会通过一些不良行为来吸引妈妈的眼球，如果这个时候妈妈不正确地引导，而是

打骂，对男孩的一生都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因此，妈妈千万不要被固有的性别

观念束缚住头脑，认为男孩天生就该坚强。其实在0～6岁这段时期，男孩是脆弱

的，是需要妈妈更多的耐心与关注的。

3.男孩需要的是引导，而不是选择

“儿子，你喜欢红色，还是喜欢蓝色？”

“儿子，周末我们是去公园呢，还是去游乐场呢？”

“儿子，你今天是想吃馒头，还是想吃面条呢？”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妈妈这样问男孩，而处于这个阶段的小男孩往往不

知该怎样选择。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总是让6岁以下的小男孩在很多的可能中

自己去选择，那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是有主见的人。因为处于这个阶段的男孩需

要的是引导，而不是让他选择。

所以，妈妈要为这一阶段的男孩制定好每天的生活。例如，今天吃什么，

今天穿什么衣服，今天去什么地方玩。有了妈妈的安排，男孩就会清楚地参与其

中，并获得很大的安全感。

4.会迷恋自己的身体

这一阶段的男孩总是喜欢拉扯或揉搓自己的生殖器，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把

手伸进裤子里。这让很多妈妈感到烦恼。其实，妈妈只要了解这一阶段男孩的特

性，就能理解男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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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天生好奇心就很强，这一点从小就表现得很突出。他们会“研究”见到

的每一样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早期迷恋是很正常的，因为

拨弄、搓揉自己的生殖器会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舒服的感觉，仅此而已。

所以，妈妈不要对这一阶段的男孩的这种行为大惊小怪，只需引导孩子。可

以让他搓揉自己的生殖器，但这是一件只能私下做的事情，如果他偏不这样做，

那也就随他好了，等大一点儿，即使你不说他，他也不会这样做了。

总之，0～6岁属于男孩的纯真时代，这个阶段是男孩身体发育、智力发展、

情感发育和性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妈妈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关爱、呵护和引

导，不要以打骂的方式去纠正一些看似他做得过分的事情。

6~13岁——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男子汉

6~13岁，这是男孩成长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男孩进入了自身成长的转

变期，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依赖妈妈，而是喜欢和爸爸交流，开始向爸爸学习，

模仿爸爸的行为，并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男子汉。

因此，在这个时期，爸爸对男孩的影响非常大，如果爸爸没有给男孩足够的关

爱和引导，男孩就可能会制造麻烦，希望引起爸爸的注意。如果男孩没有如愿，那

么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就可能会和爸爸对立起来，成为一个不听爸爸话的“男人”。

因此，爸爸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要常与男孩互动，做好男孩的引路人。

进入这一阶段的男孩，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他们逐渐觉得自己是“男人”

了，要做一个爸爸那样的人。甚至那些平时很安静的男孩，到了这个年龄也整天

舞刀弄枪，证明自己能力高强。即便在大人们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但男孩还

是要通过各种行为来表明自己的“男子气”。

有的男孩为了证明自己是男子汉，还希望自己快点儿长大，幻想身体突然变得

很强壮，有很大的力量做各种事情，甚至希望像爸爸那样长出胡子来。于是他们通

过各种行为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比如，男孩会争着当警察，因为警察在他们眼中是

英雄，是男子汉；男孩喜欢舞刀弄枪，希望自己成为武林高手；男孩总是梦想着自

己有一天能去拯救地球；甚至会做各种危险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的勇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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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13岁这个阶段，男孩的思维也会发生变化，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逐渐

开始具备，自尊心开始增强。心理学家认为，在这一阶段，男孩自尊心的发展会

出现两种倾向，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要么认为自己很能干，能积极

地面对一切事情；要么认为自己很无能，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因此，在这一阶

段，家长一定要注意引导男孩正确地认识自己。另外，6～13岁的男孩除了要努

力表现自己是男子汉之外，还会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

（1）处于这一阶段的男孩会对规则的破坏产生不安全感。男孩是讲究“规

则”的动物，而他们最关注的也是“规则”。进入一个新环境或者接触一个新事

物之后，如果父母告诉男孩规则是什么，违反规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令男孩

更有安全感。如果父母首先打破了“规则”，就会令男孩非常失望和痛苦。因

此，父母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要去打破男孩的“规则”。

（2）处于这一阶段的男孩总会出口伤人。在一般情况下，男孩出口伤人，

其实并没有恶意，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太过直接。如果男孩说自己不喜欢穿这件

衣服，那是因为他感觉自己穿上像垃圾一样。父母不能直接反驳男孩：你怎么回

事啊，我觉得它好看。父母的这种反驳向男孩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你不能相信

自己的感觉和眼光。这会使男孩陷入一种不安全和糊涂的状态。其实，遇到这种

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练习这样的表达方式：“小男孩不

要穿得太艳丽，你穿上这件土黄色的外套帅极了”。这种练习做得久了，男孩那

种直率的表达方式一般都会发生改变。

（3）处于这一阶段的男孩的金钱观开始受到外界的影响。从6岁开始，男孩

就有了攀比的意识。父母需要有意识地为男孩灌输科学的金钱观。当然，父母首

先需要做的是，让孩子了解关于家庭收支的一些情况。即使家庭条件比较好，父

母也不要因此而使男孩产生优势感，因为不正确的金钱观只会引导孩子走歧途。

所以，家庭条件比较好的父母，不妨在男孩面前适当地装“贫穷”。

（4）处于这一阶段的男孩进入了性潜伏期。在生物学上，8～12岁这个阶

段被称为男孩的性潜伏期。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男孩不太关注“性”，因为

“性”被疏导到其他活动中去了。比如，探索外面的世界，与小伙伴们在一起玩

耍，忙着证明自己是男子汉……

在这一时期，需要爸爸特别的帮助和指导。

（1）爸爸要多费点儿精力跟男孩亲近。6～13岁的男孩特别需要爸爸的爱，



11

第1章　男孩与女孩天生不一样

他们喜欢爸爸拥抱他、逗他，和他打闹，也喜欢和爸爸做一些比较文雅、安静的

事，比如让爸爸给他讲故事、唱歌或者放音乐等。爸爸一定要告诉男孩他是多么

出色、帅气、聪明的一个孩子，以增强男孩的自豪感。

（2）爸爸要多花些时间陪陪男孩。现代社会，人人都很忙碌，特别是作为

一家之主的爸爸，因为社会角色的关系，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非常有限。但即使

再忙也别忘了多抽点儿时间陪陪孩子。

陪伴男孩是做爸爸的责任，爸爸忙完了单位的事情，要及时回家，与儿子一

起玩耍嬉闹，这样能教会他很多东西。爸爸要用尽可能多的时间陪伴男孩，陪伴

家人。如果升职加薪，那意味着工作时间更长，那么做父亲的一定要认真考虑：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他现在需要你，你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孩子

幸福快乐地成长吗？现在你陪他的时间太少了，他觉得不幸福，已经影响到他的

成长了。这样一想，也许做爸爸的就能挤出更多时间陪男孩。

（3）爸爸要和妈妈分担照顾孩子的工作。有一些大男子主义的爸爸认为教

育男孩是妈妈的事情，于是他们把照顾男孩的重任都推给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

成长，爸爸应该和妈妈一起，为怎样教育男孩出谋划策。比如，协助男孩完成作

业，教男孩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制定出明确的规则让男孩遵守。遇到大事时，爸

爸要和妈妈商量，一起教育男孩会进一步加深夫妻间的关系，也会让男孩更健

康、更快乐地成长。

另外，爸爸一定要尊重男孩，不管男孩多么淘气，也不能对男孩乱发脾气。

要耐心听男孩的倾诉，重视他的感受。

总之，6~13岁的这段时间，爸爸对男孩来说，至关重要。这是爸爸对男孩产

生影响，同时也是在男孩心中树立英雄形象的关键时期。当男孩很想和爸爸待在

一起时，爸爸要好好珍惜这段时光，并对男孩进行相关的教育。男孩会随时准备

向爸爸学习，会留意爸爸的一举一动，会聆听爸爸的教诲。当然，妈妈的爱也不

能忽视，还有很多东西男孩要跟妈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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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到成年——进入盎然的青春时代

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关键期就是14岁到成年这段时间。

一般情况下，这段时期的男孩进入了快速发育期，身体内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睾丸激素大幅增加，含量几乎是以前的8倍！男孩变得更加喜欢争辩，更

加喜怒无常，有时候又焦虑孤独。这当然不是他们变“坏”了，而是他们的身体

和心理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变化过程充满了“斗争”，男孩们不但经常与父母的观点相左，而且不

时地挑战长辈的权威，甚至也在和自己作各种各样的斗争。他们需要解开成长道

路上遇到的疑惑，需要开始新的征程。他们会变得愤世嫉俗，动不动就会批判周

围的人和事；说同龄人才听得懂的话；他们会穿奇装异服，甚至把头发染得五颜

六色；他们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常常埋怨家长不理解他们，家长想靠近的时候他

们又会躲开……

有很多人感叹：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孩太让父母“失望”，要是当初生个女

孩就好了。这个阶段的父母会害怕，会担心，因为年轻气盛的男孩可能会卷入

各种纠纷，惹出很大的麻烦。不管怎样，作为男孩的父母，一定要知道，这是

男孩必经的阶段，一定要花时间、有耐心地去引导男孩。教他们怎样像男人一

样去做事，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应担负起的职责，在哪里找到力量的源泉以及前

进的方向。

要想把男孩培养成一个有能力、有思想、有智慧、有责任心的男子汉，并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家长的共同努力。

（1）给予男孩正确的引导。14岁到成年的男孩爱扮酷，喜欢追求个性、时

尚和潮流。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哪种风格。不光

外表，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混乱的，有时他们很自信，有时又表现得很自卑。面

对自己的未来，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们会说：“将来我一

定要成为百万富翁！”但一想到具体怎么去做就泄气了，觉得自己根本什么都做

不了。所以，父母要给予这个阶段的男孩正确的引导。如果父母多一些肯定、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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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那么男孩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清晰；如果父母总是否定、批判男孩，男孩的思

维就会越来越混乱。即使男孩有不当的地方，也不要通过打骂的方式予以纠正，

要运用智慧，选择男孩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引导。

（2）不要封闭男孩的成长环境。十几岁的男孩很容易产生孤独感，他们会

觉得没有人能理解他们，所以又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归属诉求。他们希望自己归属

于某个团体，渴望被他人认同，因此会主动与同龄人交往，甚至会跟与自己年龄

有些差距的人交往。这样一来，男孩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包括父

母不喜欢和不认可的“坏人”。

在男孩交友这件事情上，有些父母给男孩很多限制，不准跟这样的人玩，不

准跟那样的人在一起，企图把男孩放在一个“纯净”的圈子里。实际上，这样做

不是纯净了男孩交往的圈子，是让他与人隔绝了，他的朋友越来越少，交往能力

越来越差，逐渐变得胆小，觉得随时都可能遇见坏人。

其实，对于男孩交友这件事情，父母不用太过紧张，男孩也有自己的判断能

力了，如果他们的判断真的有所偏差，父母只要及时发现并正确引导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采取封闭的措施。

（3）侧面迂回了解男孩的想法。14岁以后，男孩基本上初中了，待在父母

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在14岁到成人的这段时间，男孩会有自己的生活，与家

庭生活越来越远，父母对男孩的了解也越来越少，这不免会让父母忧心忡忡。其

实父母完全可以换个方式去了解，比如通过老师、亲戚、好友等，这些人也会真

心关怀孩子。长大的男孩也许不喜欢向父母敞开心扉，但是他们也需要倾诉的窗

口，他们经常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以外比较亲近的人，也许会在关爱他的长

辈家中对父母进行“控告”。如果父母了解到这些，就会找到自己与孩子之间的

隔阂，然后想办法弥补和改正。

（4）用父亲的角色影响男孩。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对他的影响非常

大，在男孩向男人转变的这段时间，爸爸的影响更是不可缺少。爸爸是男孩接触

最多的男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

爸爸平时可以向男孩讲述自己的经历，让男孩有“与爸爸之间是男人与男人

之间的对话”的感觉。这样既能控制男孩的消极行为、引导男孩的积极行为，又

能增强父子间的感情。如果爸爸在男孩心中是有影响力的男人，那么男孩就会以

爸爸为榜样，同时也能从爸爸那里感受到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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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4岁之后的男孩逐渐进入了生机盎然的青春时代。这一时间段里，男

孩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母一定要做好引导工作，让男孩坦然面对自己

的身心状况。这一时间段里，男孩特别需要有经验的人的指引，指引方式与最终

的结果息息相关。如果家长总是对男孩大呼小叫，即使家长说得有理，男孩也不

愿意接受，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坏”。

所以，在这个时期，家长不仅要把正确的人生观告诉男孩，让他学会辨别善

恶美丑和是非黑白，还要像朋友一样和他沟通，在他迷茫时给他建议，在他孤独

时多多陪伴，让他平稳过渡成为男人。



第2章

男孩是最难“控制”的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早在2300多年前就这样写过：“在所有的动物中，男

孩是最难控制对付的。”本章将从男孩的行为上解析男孩为什么难控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