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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知留学”的微信群里家长们都在讨论留学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毕竟“出国留学”这一变量让“青春期

叛逆”显得更为激烈。昨天，记者就收到了群里两位家长的私信。

一位是儿子就读杭州某国际学校，“我已经给孩子规划好了美高-美本-硕士甚至是博士的留学道路，但我

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他却很冷漠：我不可能走你安排好的路。我都是为他好，他怎么不听呢？”

一位是孩子就读于杭州某高中的国际班，“她觉得自己对国际教育比较了解，觉得我们的消息都是通过各

种留学机构获得的，不靠谱，每次和她说到规划，她就说：你们都不懂，就别再瞎指挥了。”

孩子们觉得父母不懂自己，而家长又觉得孩子不理解自己，我们该如何避免产生这道沟壑？一起来看看这

位杭州小伙子的留学故事。

熊孩子观星被困雪山顶
妈妈当做一次成长教育

一年前，小陈同学就曾亮相过报纸，只不

过用他的话来说“太丢人了”。当时的小陈在

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国际高中部读高一，很喜

欢观星，于是就约了同学深夜去爬太子尖，结

果遇到大雪，被困在海拔约 1200 米的山顶

上。夜晚山顶气温只有零下 7℃，最深积雪达

30 厘米以上，路面结冰，无处藏身。救援

人员到达太子尖山脚后，由熟悉地形的

村民带领前往事发地，小陈和同学的

手机信号时有时无，经过约 4 个

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才找到

他们并安全带下山。

见到妈妈后，瑟瑟发抖的

小陈并没有受到原本以为的

责怪，“妈妈向救援队表达了

感谢后，就关心我身体怎么

样，有没有冻着，有没有受

伤”，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都

没有。妈妈的反应对小陈的

影响很大，这个多数人眼中的

熊孩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

小陈和妈妈一起分析了

这次观星的教训，并且添

置了相关设备、安全装

备，做足了准备，在

一个多月后，小陈再

次组织了“杭外剑高

观星社太子尖看星星

活动”，和第一次的莽

撞不同，他和同学们

结合了天气、地理等

因素，活动很成功，这

也成为了后来小陈的

美高申请文书中最亮

眼的一个部分。

“从上初中开始，

我就注意到了孩子的

一些变化，除了生理上

的，更多是心智上的，他

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无条件

接纳我们的意见，开始了独立

思考。一开始我也有点慌，不知道该

怎么做，后来我就尽可能每次认真听他的要

求，认真回应，哪怕有些想法在大人看来有点

幼稚。”小陈妈妈告诉记者，她发现身边很多家

长面对孩子的想法，总是采取敷衍的态度，嘴

上说着“好的”，其实根本没往心里去，总觉得

“一个小孩子能说什么有意义的话”。

这个时期的孩子急于模仿大人想要变“成

熟”，也急切希望得到外界，包括家长、老师、同

学的认可和尊重，“所以接到救援部门电话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吓坏了，担心孩子出问题，接着

就是生气，恨不得打一顿才行。但随后我就不

停深呼吸，告诉自己要冷静，怎么样才能把一件

坏事变成一件好事，给孩子一次成长教育。”

独自一人留学读美高
青春期娃遇到困难怎么办

小升初时，小陈进了杭外初中部，初中毕

业时，他决定以后去留学，进入了杭外的剑桥

国际高中部。在杭外读书的这几年，小陈打下

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初三时托福就取得了 106

分，为留学做好了最重要的第一步。“英语学习

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背单词、记语法、多看

原版书、多做练习，过程比较艰苦。”

小陈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习惯——每天

记学习日志。他每天都会认认真真地把老师

布置的作业任务，以及自己需要完成的事情，

都罗列出来，做完一项划掉一项。每天都要确

保本子上所有项目都被划掉后再休息。这样

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让小陈明显比同龄孩子

稳重，这也让他具备了另一个留学准备的优

势：成熟的心理。

也是从初中开始，大部分学习相关的事

情，小陈都可以自己拿主意。像很多用心的家

长一样，小陈妈妈会给儿子提供很多学习资

源和学习相关的信息。比如找留学中介，小陈

妈妈会先调研，进行对比，精选出自己觉得不

错的，再把资料交给小陈，最后由孩子自己拍

板去哪个机构跟哪个老师。

“到底是去读美高，还是留在杭外剑高，然

后去读美本，我一直很纠结，犹豫来犹豫去，结

果错过了很多美高名校的申请。但妈妈完全

没有动怒，既不嘲笑我的左右摇摆，也不干涉

我的决定。”小陈最后决定去读德贝瑞森林中

学，这是一所美国有名的男校，“很大、很漂亮，

我很喜欢这所学校。”

去年9月，小陈开始了美高的学习生活，独

自一人在外，遇到的问题也不少。他一入校就

遇到了一个不好相处的外国室友，于是想换宿

舍。“别的爸妈可能听到这样的要求，会教育我

们不要惹事，要搞好寝室关系。但我妈不会，

她非常支持我的决定，而且还给学校写了封邮

件，希望学校给我换宿舍。后来，学校真的就

给我换了。”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支持，小陈很快

适应了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平均成绩 4 个 A

和1个B+，成了老师口中的“优秀孩子”。

“孩子远在异国他乡求学，我们作为家长

能做的就是让他时刻感受到爸妈的关爱和信

任，而且也让他知道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有

个坚强后盾，这样他才能够安心学习和生活。”

小陈妈妈说。

记者采访各大留学机构发现，

打算留学的家长中超七成都在孩

子中小学阶段时就萌生了让其留

学的意向，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在进

入青春期，如果没有解决好心理问

题，其实是很危险的事。在“知留学”

智库专家、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学

和匹兹堡大学哲学的双博士赵永

飞看来，故事中的小陈同学做对了

几个最关键的留学准备：充分的语

言能力、成熟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

亲子关系。这与小陈妈妈的教育

方式很有关系，“她给了孩子足够

多的空间锻炼培养其决策权和成

熟度，这为孩子迅速融入新环境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博士表示，有两类打算留学

的孩子，需要引起家长足够重视。

一类是亲子关系不融洽的孩

子。

这些孩子在遇到困难后，不愿

意向家长求助，因为他们总觉得提

出问题后，得到的是喋喋不休的指

责 和 根 本 没 办 法 解 决 问 题 的 忠

告。“如果和家长的沟通渠道不通

畅，他们就会把问题憋入心里。负

能量的日积月累，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种是“无所谓”学生。

有什么喜好？没有；想学什么

专 业 ？ 不 知 道 ；有 什 么 梦 想 、理

想？没想过。这些学生一般家里

都有一个“全能型”家长，他们会在

孩子有想法时第一时间就给出自

己的判断，完全不管孩子的意志。

长此以往，孩子在发现自己多次表

达都“无效”后，就索性“无所谓”

了。“这些孩子留学后，他们会把困

难第一时间告诉家人，但家人往往

因为对跨文化教育不了解，无法给

出中肯的解决方案，孩子就只好选

择不做作业、不去上课的消极应对

方式”。

赵博士建议，“要想让孩子有

足够成熟度又能静下心来面对留

学，最重要的是家长先改变自己的

意识，改变自己对孩子颐指气使的

态度，尊重且逐步培养孩子的自信

和成熟度。建立好亲密的亲子关

系后，孩子在外面上学就会内心丰

盈、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这两类娃，留学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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