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的 !"后、#"后多数为独生子
女，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近日出
版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科学》（$%&!
'(%'），发表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赵旭东
教授及其团队成员撰写的《中国“小皇
帝”显现的成功信号》。文章指出，独生
子女作为中国年轻人的主要群体，确实
存在一定心理问题，但不能简单将他们
当作“问题一代”。

赵旭东说，最近几十年来，我国学
者对独生子女进行纵向追踪和横断面
研究，在发现他们存在心理健康方面问
题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的诸多优点。
例如，南京脑科医院对 )#!"年前

后出生的第一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
出生的受试进行 *+年随访发现：独生
子女在儿童期存在较多的行为问题和
较强的依赖性，但行为问题到少年期后
便消失了，而依赖性指标上与非独生子

女的差异却反转了，也就是说，独生子
女独立性反而较高。又例如，赵旭东教
授的博士生姚玉红在研究中发现，#,
后在校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校园适应
好于非独生子女，与同伴、老师和家庭
的关系也较好。
在婚姻研究中，赵旭东教授的另一

名博士生马希权于 -"*- 年发表论文
称，他们 -"*"年对上海 ./.个已婚独
生子女家庭和 0/,个已婚非独生子女
家庭间进行了横断面调查，结果提示，
已婚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满意度、代际融
合度均高于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双
独夫妻”并不像大家惯常认为的那样，
存在更多的婚姻问题。
赵旭东表示，评论的发表也是提醒

国内一些人：不要总以为 !,后、#,后
独生子女都是问题，不必为他们的未来
总是忧心如焚。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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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多创造情感交流机会鼓励男孩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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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出生于本世纪初的 ,,后们，正在
进入青春期。他们虽然生活在更宽容
的环境中，但独生子女缺少同伴的现
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批孩子
的两性交往。上海青春期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德育特级教师戴
耀红说，,,后进入 *.到 *0

岁，正值青春期前期，“这是
学习异性交往的最佳期。”不
过，戴耀红说，通常女孩属于青
春期保护的重点对象，男孩青春
期该如何自我保护的问题，往往会
被老师和家长所忽略。

,,后的父母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
开明，对青春期萌发的情感也更包容。
岑女士的女儿今年读初二。她告诉记
者，对于青春期的性话题不那么回避和
保守，也愿意和孩子去讨论和谈论。“但
有关青春期教育的读本并不多，我们小
时候接受的这方面教育也很少，有时想
和女儿聊聊却不知怎么聊。”

戴耀红说，每代人经历的青春期问
题都有共通点。“尽管自己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青春期教育，但 ,,后的父母愿意

去学习，并觉得性知识并不是那么神秘，
这样就会推动和谐的亲子关系建立。”

只教性知识不够
戴耀红说，新时代下的青春期教育

其实也应该有所改革。“早些年，青春期
教育比较注重性知识的传授或者性道德
的引导，包括自我保护、防止性侵犯和性
骚扰，以及引导孩子认识第二性征发育
是怎么回事等，方式也局限在说教。但其
实，青春期的情感辅导更为重要。如果一
个孩子对性的知识并不完全知道，但他
的人格是健康的，那么他面对诱惑，也能
做出比较准确地选择和判断。”
“青春期情感也就是以前说的‘早

恋’。很多孩子对早恋这个词都会反感，
家长和老师谈起来，也大多带有贬义。如
今，青春期情感辅导应该变否定为肯定，
不该认为青春期孩子产生这样的情感是
大逆不道、一定会带来负面效应的。”戴
耀红认为应鼓励少男少女正常交往。

男孩也是“弱势群体”
“阴盛阳衰”也延续到了 ,,后的青

春期。戴耀红说，整个青春成长的过程
中，现在的女孩子各方面都优于男孩子，
无论是学习主动性，还是自我释放、自我
宣泄的能力。“而且，从以前开始，青春期
教育更关注女孩的自我保护，比如，贞操
保护等，而男孩子的青春期问题由于
不显性，一旦出了问题反而会更严
重。与女孩相比，男孩有时也处
于弱势地位，比如，男孩怎么
在女孩强势的情况下建立起
应有的自信。还有，男孩也会

遭遇性侵犯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这些都亟待社会、学校和家庭做好

相关的教育和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 马丹

家长不知怎么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