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孩子上了中学，男孩女孩的性别特点日
趋明显。!"#$$上海青春在线青少年公共服务
中心资深心理咨询师顾凯宪建议，家长应特
别留意孩子从儿童走向青少年这一转型期，
心理和生理上发生的微妙变化，为其输入性
别意识，助力其成长。

由于女孩性成熟较早，大部分女孩在文
学、艺术、语言等方面相对男孩很有优势。但
到了初中，也有很多女孩对自己的能力产生
怀疑，自己还是和以前一样努力，但为什么理
科成绩就始终上不去。顾凯宪说，在日常咨询
中，女生及其家长很容易被这样的焦虑包围。
她劝慰家长，这是由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发育
特点所决定的，如果家中的女孩出现了这种
情况，家长要做的不是一味责怪她为什么退

步，而要帮她分析原因，并帮助女生在其他方
面挖掘特长，激发其自信，从而产生内驱力。

相比女孩，男孩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要“慢
一拍”，但是随着身边女同学身体的变化和一
些男生较为早熟，“女性”可能渐渐成为男生
间的谈资。顾凯宪也遇到过有父亲前来咨询，
儿子开始偷偷拿妈妈的内衣“研究”，让他火
冒三丈。对于男孩可能出现的种种出格的行
为，顾凯宪强调，青春期的男孩教育，父亲一
定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发现，很多男性成年
之后暴露出自私、不懂谦让等问题，追根溯源
和青少年时期的习惯养成有关，因此，父亲要
告诉男孩，从生理特点相比，你是强者，因此
也要做心理上的强者，懂得关爱和尊重身边
的女性。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男性弱点多源于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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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上海寻找出走男生引发男孩教育新课题———

抗压力强一点 成长路顺一些

! ! ! !男生怎么了! 教育出了什么问

题!学生负担减轻了吗!课堂教学质

量提高了吗!""一个个问题似乎都

可以做出定性的描述#也都可以给出

权威的解答$ 但可信度究竟有多少

呢! 这样的质疑并非故意要为难谁$

而是往往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 %证

据&'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等$在沪举行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

研究专题论坛&$ 用高质量的实证研

究回答教育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

和政策问题'

)实证&$顾名思义就是拿出证据

来'在论坛上$各路专家以证据说话$

还真令人颇多感慨' 比如$华东师大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柯政围绕

)*好学校+的办学水平更高吗!&这一

话题展开了论证$得出的结论出人意

料,,,学生的成长不受学校资源影

响$而受家庭背景关系的影响' 华东

师大在做实证研究时$选取了 !座城

市$每座城市再随机选 "#所学校$问

卷里有 "!个指标是测校长和学校的

办学行为'结果发现$所谓的)重点学

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所有的背景变

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学校的校长

领导行为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重点学校有更好的办学质量& 这一

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 换句话说$在

社会评价里办学水平高的学校$只不

过是云集了更多家庭背景比较好(比

较整齐的学生'如果通过政策调节让

生源更均衡些$那就根本不会存在什

么)好学校&与)差学校&了'

人的成长很重要一条是看家庭$

即中国人常说的家风和家教'一个学

生就是一本书$一个家庭又能成为一

部精彩的连续剧'比如$拿)男生和女

生性格养成的差异&这个十分表象的

问题来说$ 呼唤造就小男子汉也好$

期待涌现小淑女也罢$都离不开)事

实证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

庭的作用' 本报记者 王蔚

上周，沪上一个初中男生的离
家出走，牵动着许多上海市民甚至
周边苏浙两省人的心。全城寻找这
位男生，同时也引发了教育界和坊
间的热议———孩子怎么了？教育怎
么了？特别是，学校和家庭该如何让
孩子们多增加一点抗压力，从而以
更好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常常并不平
坦的漫漫前路。

! ! ! !就在大家热切关注这位初
中男生出走事件的前几天，本
市不少小学收到了国内新编的
首本为男生量身定制的性别教
育教材《小小男子汉》，并将从
本月开始进入课堂。该教材围
绕小男生成长必须面对的与性
别相关的困惑组织教学内容，
着重帮助他们了解性生理、性
心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增强保护
自己的基本能力，从而提升敢
于担当的勇气与素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

任孙云晓认为，一个教育体制
的优劣，要看它是否有利孩子
的个性发展，使男孩和女孩的
生命潜能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
展。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
教育，就是拿同一个标准去评

价所有的孩子，漠视男孩和女孩的差异。
多年前就开始尝试开设男生教育课

程的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心理高级
教师陈来秀表示，父母应当少一点“控制
欲”，要善于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对青春
期孩子的教育，更需要父母角色理性化
的体现。父母应带领孩子发现自我、了解
自我、构建自我、完善自我，引导他了解
人与人的差异性，学会换位思考，能够感
受别人的感受。”陈老师说，很多父母出
于天然具备的“控制欲”，往往一边要求
孩子表现得符合“长大了”的标准，一边
又忽略了孩子不断成长的事实，不管孩
子要不要，都一厢情愿地给予满满的“我
是为了你好”式的爱，直到孩子某一天忍
不住对这种“爱”表达不满，并用各种方
式争取“为自己做主”时，父母才开始反
思自己“爱的方式”，才知道要做出相应
调整。

! ! ! !上周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萍在上海图书
馆举办了一场“%%后家庭教育‘新话本’”的专题
论坛，畅谈作为一个作家母亲陪伴儿子成长的心
路历程。她直言，对孩子的教育宛如“一场没有硝
烟的较量”。尤其是男孩，从小就要面对那么多优
秀、强势的女孩，要在她们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
“儿子小学一年级时，有段时间对女生特别

反感，回家跟我说他们班级里都是疯婆子，抱怨
和倾吐女生对他的不公平。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女
生对他的刺激这么大，或许小学的奖励机制让男
孩子处于弱势，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孩子比较容易
快速地受到瞩目，女孩子尤其如此。”萧萍表示，
女孩的善解人意和伶牙俐齿，很快能成为老师的

好帮手。这种帮手的位置，很大程度上稳固了她
们在学校的威信，增加了她们的自信，从而获得
一种管理者的优越姿态。而心理发育滞后的男孩
就自然成为相对边缘化的人群，成为被管理者。

萧萍提出，要教会男孩接纳现实，教会他用
平等和真挚去换取女生的尊重和欣赏，教会他男
生该有的风度、尊严、礼让和宽容———这些看似
抽象的名词，落实在每一天里就是如何学会和哇
啦哇啦叫的女生打交道，如何摆脱被动的被管理
状态成为主动者，如何将心态调整到将女生放在
合作的立场，而不是对手和对立的位置。“我一直
觉得，优秀的男孩一定要经历过和优秀的女孩相
互较量和历练。所以，男孩们要加油。”

教育好声音

成长看家庭

男生的自信需要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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