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正在步入青
春期。性别认同是青春期的心理成长
任务之一。青春期身体的性征开始发
育，并且越来越明显。随之而来的，就
是孩子在心理上对自己性别的认同和
接纳。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发展过程。

不少女孩的儿时记忆中，都有趁
妈妈不在时，偷偷用妈妈的唇膏等化妆
品打扮自己的经历，在俞沨怡看来，这
样的行为再正常不过了。“这个时期的
女孩子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爱
打扮了，偷着试用妈妈的化妆品给自己

化妆，就是一种很典型的行为。”
俞沨怡提醒说：“孩子表现出性别

认同是好事情，家长不需要过度担心，
但是要给予适当的引导。比如，告诉孩
子成人的化妆品对这个年纪的孩子肌
肤非但没有好处，还有伤害作用。还可
以带孩子多参加一些有关美的活动，比
如看一些艺术展等等。家长要尊重孩子
爱美的需求，也要引导孩子欣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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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韩国小学五六年级女生化妆渐成风潮!不

化妆还会遭到同学歧视"当地媒体报道称!首尔

市某小学 !年级女学生金某#"#岁$的书包中

装有各式各样的化妆品% 在午休或课余闲暇时

间!金某经常与同学们待在一起!由于同学们都

化了妆!因此她也开始化妆"

首尔龙山区某化妆品售货员李某称&'每天

有 "$名以上的初中和高中生来买化妆品!大概

有 "名小学生来买"(一名小学生表示&)我们班

上的女学生大概一半以上化妆! 主要通过购物

网站购买化妆品" ( （来源：环球时报）

! ! ! !韩国的小学生书包里除了
课本、文具，还有各种化妆品。不
化妆的孩子甚至会遭遇到同学

的歧视。这则新闻引起了不少年轻的
中国父母的担忧，喜欢韩剧、崇拜韩
国明星的孩子，会不会也早早地用起
化妆品？其实，很多年轻妈妈都有过
小时候偷着用妈妈唇膏化妆的经历，
家中有女初长成，开始爱打扮，并不
是件坏事。作为家长，要读懂孩
子行为背后的内心密码，才能给
予孩子合适的引导。

"专"家"调"查"档"案"

%

&

'

(

)

*

+

,

!

"

-

.

采

访
"

朱

砂

专
家
支
持
"

俞
沨
怡

白
俄
罗
斯
国
立
大
学
心
理
学
硕
士

!

林
紫
心
理
咨
询
中
心
副
主
任
咨
询
师

余
智
华

南
嘉
心
理
咨
询
中
心
青
少
年
心
理
咨
询
师

#事件回放$

时光
心语

回到温和教育
" 章红

! ! ! !女儿上小学时!我参加家长会"英

语老师上台讲话的时候! 特地提到她

自己的儿子" 老师说儿子是个乖巧优

秀的男孩!学习自觉!三年级已经是大

队委员"尽管这样!她依然没有忘记对

儿子严格要求" 有一次儿子的英语作

业只得了*及格(!原因是漏做了一项

作业+她追根寻底!发现漏做的原因是

记作业的时候就漏记了"

为什么会漏记,可能是粗心!也可

能是开小差%不管哪种原因!妈妈都觉

得需要防微杜渐%

那天!妈妈撕了英文作业本%不仅

仅是撕掉补做的那一页! 而是整本英

语作业本! 这学期所有的英语作业都

写在上面的% 为了某一天漏记一项作

业这一个错误! 惩罚儿子将这学期的

所有英语作业从头写一遍%

儿子哭了%这位老师妈妈说!我心

里也很难受! 因为他真的一直是个好

孩子%但是我要让他记住这个错误%一

次粗心大意被轻易原谅了! 就会有第

二次第三次-.

我坐在台下! 感到灵魂在微微颤

抖+一个一直温顺乖巧!竭尽全力配合

成年人的愿望与步伐的孩子! 犯了一

个不值一提的小错误!便遭到撕本子!

把一个学期作业重写一遍的惩罚/

难道那个孩子会从内心认为这

个处罚是合理的0得当的吗, 当然不/

但他力量弱小! 只能吞下这份屈辱!

压抑下一份愤恨% 这屈辱与愤恨一点

一滴都会沉淀下来!在他心灵留下烙

印%

而这位身为教师的妈妈对自己施

与儿子身上的伤害无所觉察! 坦荡地

甚至沾沾自喜地视此为对孩子的严格

要求!当成经验传授给家长%

这位男孩将长成一个怎样的孩子

呢, 外表体面!内心却可能张惶恐惧!

因为他从小就被告知! 任何一点小小

错误!都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他会没有安全感! 不敢冒最小的

风险%

他会失去自我! 永远只能以完美

的形象呈现于外界%

有人说过&*对于错误的恐惧!就

是孩子长大后最糟糕的弱点%(这一定

是严格要求的妈妈未曾认识到和设想

过的%

几乎所有以*严格要求(为名的教

育都是一种压迫% 真的不明白成年人

在孩子面前何以如此自负% 其实我们

自己也经常犯错% 为什么仅仅因为你

比他1她$早出

生! 多活了一

些岁数! 就像

天神一样明察

秋毫! 像暴君

一样不能容忍

他最轻微的过

失,

给孩子多

一点自由 !放

任一点他的人

性! 天不会塌

下来!他不会变成一个坏孩子%与之相

反的是!越*严格要求(的家庭越专制!

越能制造残缺的人格0不快乐的孩童%

! ! ! !韩剧在中国盛行不衰，韩国明星
也成为很多中国青少年的偶像，中国
的孩子会不会也像韩国的孩子那样，
小小年纪就迷恋化妆？余智华提醒家
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过分注重外
在的打扮，家长可能需要自查———自
己是不是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给孩

子做了这样的示范？
小学阶段的孩子人格完善方面尚

需引导，余智华建议家长将一些道德
观念更加具体化地传达给孩子。“家长
可以告诉孩子，什么是可以做的。还可
以对一些事情进行表扬，比如，表扬孩
子衣物整洁，而不是打扮漂亮。并且让

孩子懂得，外貌并不能决定一切，内在
的修养和素质比外在更加重要。”

余智华还特别提醒说，如果发现
孩子有了过度注重打扮的情况，要和
孩子在一个心平气和的良性的亲子互
动中进行沟通，才会比较有效。“比如，
可以引导孩子，我们可以在过节或者
参加生日派对等一些特别的活动的时
候，精心打扮自己，在平时上学的时
候，朴素整洁就很好。”

! ! ! !处于小学高年级的孩子，还有一
个比较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善于模仿。
俞沨怡解释说：“偶像崇拜作为一种特
殊的心理行为，是青少年在个体成长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也是青少
年走向成年的一种过渡性行为，本质
上反映了青少年在自我确认中对理想
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是其特
定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附属品’。在
此意义上讲，生活需要偶像人物，偶像
人物也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依照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青少年期的偶

像崇拜源自个体的精神分割的需求，
青少年需要认同特定的偶像来强化自
我的力量，完成对父母依恋的分割，达
到自我独立的一个过渡的过程。而埃
里克森的分析心理学则指出，偶像是
青少年探索自我同一性，融入社会的
重要媒介，它可以帮助青少年在青春
期避免易出现的角色混乱，保持心理
平衡。”

韩国大规模的“造星运动”，发达
的“美丽”产业促进了娱乐圈俊男美女
的产生，而且，在韩国演艺圈，明星们

并不介意承认自己通过高明的化妆术
或者整容等手段，让自己的外表更迷
人。对于韩国的青少年而言，明星们的
示范效应很广泛，信息量也很大，很容
易让他们去进行模仿。俞沨怡分析说：
“一个行为得以存在并流行开来一定
是基于获益的原则。比如美貌的确更
容易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更容易获得
一些利益，因此人们会趋之若鹜。但是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产生这样的风气
和价值观，这多少与一个国家的社会
导向有关，比如宣扬这样的美丽，并告
诉大家这个美丽是可以达到的，这就
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大
的获益。”

! ! !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随着社会化
的加深，他们对于社交的需求，对于外
在社会对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也越来越
重视。“这个阶段的孩子，自我内在的
东西还比较弱，需要外在的评价来肯
定自己———比如，我会不会成为受欢
迎的人？”余智华说，小学低年级的时
候，老师的评价对孩子的影响会比较
大，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到了高年级、

进入中学后，同伴对他们的影响会越
来越大。融入同伴，有自己的小圈子，
对于这个时期的孩子来说，是特别重
要的事情。

在咨询工作中，俞沨怡就曾遇过
好几个在同伴关系上有困扰的个案。
“有的孩子逃学，不愿意去学校，除了
来自学业的压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是孩子在学校环境中的人际相处

上遇到了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韩
国的小学生热衷于化妆和我们平时看
到的孩子喜欢玩游戏、玩 !"#$没有本
质区别，“对孩子来说，如果周围的同
伴都在玩，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而自己
却不知道，也参与不进去，那他就会失
去同伴。”俞沨怡提醒说，“如果发现孩
子开始对化妆感兴趣，家长要理解孩
子的需要，化妆的实际需要是社交的
需要，不化妆不好意思参加同学的聚
会，实际上透露的是孩子对于失去社
交圈的焦虑。”

当女孩开始爱打扮
是对性别的认同和接纳)

发展同伴关系阶段
化妆和玩游戏机没有本质区别*

社会环境和导向
影响孩子的模仿行为+

在良性的互动中
和孩子沟通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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