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应关注高中生子女的同伴关系

成长密码 1：孩子成长需要同伴交往

孩子在家里的身份永远是孩子，但高中生需要建立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在社会

集体中所处的位置，还需要通过在群体中独立做出决定获得自主性的发展，才能

渐渐成长为独立、成熟的个体。

同伴也为高中生提供实际的学习支持，大多数高中学生遇到学习上的问题都

是向同学或伙伴求助，而不是老师或父母，因为他们更喜欢互相帮助的平等氛围。

建立友谊的过程使孩子获得与不同人群相处的初步社会经验，他们对社会的

认识水平和交往技能随之提高。在与同伴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从别人的角度

思考问题，学会如何理解他人，高中的孩子因为思维的发展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也

更加深刻，这都是社会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素质。

中学阶段的同伴关系会影响到成年后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中学

阶段被同龄群体接纳、与朋友保持亲密稳定关系的孩子到了成年期，人际交往大

多比较顺利，心理健康水平较高；而被排斥和忽视的孩子成年后出现行为问题和

心理障碍的几率更大。

成长密码 2：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互相影响

平行的同伴关系与纵向的亲子关系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同伴关系更可能给

他们提供表达不同观点、平等相处的机会，同伴的支持更可能让孩子保持情绪的

稳定和愉快。当一个孩子转学的时候，父母的支持会让他尽快适应学校保持成绩，

同伴的支持能让他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减少焦虑。同伴关系对于孩子情绪的健

康发展尤为重要，亲密的友谊能带给孩子快乐和幸福的体验。

中学生最理想的社会发展是与父母和同龄人都有健康的关系，实际上，亲子

关系和同伴关系会相互影响，并非互相竞争。这两种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从青

少年与朋友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比如亲密程度、彼此的独立性

和矛盾处理方式，亲子关系好的孩子因为获得父母更多的人际交往指导，更可能

获得较好的同伴关系。对于家庭功能不健全的孩子来说，同伴关系还可能帮助其

克服早期家庭生活中的创伤、学会与人亲密相处。



成长密码 3：高中学生更关注友谊的质量

高中孩子的友谊以情感的共鸣和体验的分享为基础，追求相互忠诚、依赖的

挚友关系，更加注重心灵的契合，情感的依赖和支持，渴望彼此相互理解和分享。

高中孩子更明显地感受着来自家庭、学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他们内心有

更强烈的倾诉与分享的渴望。日渐独立的他们更愿意与有着共同体验与经历的同

龄人诉说。

高中孩子开始思考人生的道路，父母在这些问题上的回应，往往带着自己的

主观意见和倾向，所以他们更愿意和同样迷惘中的朋友探讨。面对高考的压力与

苦闷，也只有共同经历的同学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与共情。

因此，高中孩子对朋友有了更严格的挑选标准，比如相同的价值观和追求目

标，类似的性格、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甚至有近似的苦恼，因为这样，彼此才能

有更深刻的理解。很自然，经过这样筛选的朋友不仅更能“交心”，也往往更经

得住考验，更有可能发展成一辈子的朋友。多数高中孩子的网络社交也是为了维

护和增进现实中的友情。

成长密码 4：同伴交往方式的性别差异大

男女生的同伴交往各有特点。自我表露是衡量亲密关系的一个依据，女孩自

我表露的愿望比较强烈，因此对亲密的友谊有更强烈的需求，她们会区别哪些是

一般朋友哪些是亲密朋友。女生独占友谊的心理更强烈，不太愿意接受其他同学

进入自己的小圈子。

亲密的友谊给女孩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一些问题。当交友一切顺利时，女孩

比男孩更愉悦，但当关系受阻时，她们会更痛苦。女生受朋友的影响也更大，她

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论彼此的困扰，也更容易受到彼此消极情绪的影响，女生

会为了自己的闺蜜失恋而心烦意乱，男生则不会。当一段友谊结束时，女生通常

会更难过，女生之间的矛盾也会更长久。

男生的友谊面向共同的活动，一些共同的活动是男生获得友谊、增进友谊的

渠道，女生的友谊更多是为了满足情感需求。到了高中之后，男生的社会交往渐

渐显得更成熟。



成长密码 5 ：同伴关系可能带会给一些孩子带来压力

高中学生不像初中学生那样重视和依赖小团体，反之，个人活动力增强，开

始充分表现自己的独立能力，并看重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和形象。但对一些不擅

长社交和父母控制较多的孩子，他们可能会为同伴压力困惑。

不擅长社交却渴望友谊的孩子，除了顺从群体以外，他们没有更好的获得同

伴欢迎的办法，为了抵御孤独他们会屈服于同伴压力。还有父母控制较多的孩子，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无论自己怎么想最

终也要听父母的。习惯了听取外界的声音，这些孩子即便进入高中，有了自己的

想法，也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容易遵从同伴的要求。

为父母支招 1：重视孩子的人际交往

进入中学后，父母要接受孩子与自己暂时的距离感，孩子需要与同伴有更多

的交流。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交往的机会，欢迎孩子的同伴到家里来做客，支持孩

子正当的交往活动。

高中的孩子非常在意自己在同伴面前的形象，父母要避免在孩子的同伴或朋

友面前批评孩子，甚至拿孩子的缺点与同伴比较。如果确实觉得孩子有做得不妥

的地方，也先克制自己一下，等到朋友走后再说，或者找机会换个朋友听不到的

地方再说。孩子和同伴外出，父母可以先了解出行同伴、活动时间、地点、方式，

并商定回家时间，但不要不断地给孩子打电话，让孩子感到自己不被父母信任。

同时，父母需要对孩子的交往圈子有一定的了解，熟悉孩子往来密切的伙伴

的基本情况，了解他们的基本活动规律。父母可以通过与老师联系了解情况，也

可以和孩子朋友的父母进行交流。

为父母支招 2：帮助孩子提高社交能力

在高中阶段，成绩对孩子是否受欢迎的影响降低，除了个人品质外，人际因

素的作用比较大，人际因素包括性格特点、亲密感及社会行为。乐于帮助别人的

孩子容易建立友谊，懂得尊重和关爱能让友谊持续深入地发展。父母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帮助孩子提高社交技能：

首先，要鼓励孩子主动交往。有的孩子因为在交往方面受到过挫折，不敢贸



然主动与人交往，或者是由于自卑而封闭自己。父母可以带孩子参与一些社交活

动，和孩子共读友谊的书籍，帮孩子树立交往的自信心。

其次，教会孩子参与大家共同的话题，寻找与他人共同的兴趣，在交往中选

择价值观较为接近的人交往成为好朋友。

再次，让孩子学会善意地欣赏别人。有的孩子总觉得别人庸俗或虚伪，认为

没有人能成为知己。父母可以和孩子多讨论别人的优点，让孩子学会客观全面地

分析他人，进而学会欣赏别人。

当孩子与朋友有矛盾时，父母不要对其中的是非曲直妄加猜测，更不要直接

干涉，要提醒孩子尊重别人，先从自身找不足，再与朋友沟通，提升孩子分辨、

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

为父母支招 3：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给以交往指导

对于女生，父母应该鼓励其更广泛的交往。父母可以和孩子聊聊在小组学习、

课外活动中接触了哪些同学：“对呀，你和她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话题，你们可

以多交流”。母亲可以与女儿多聊聊朋友方面的事情，和女儿分享自己的交友经

历和秘密，及时发现女儿在人际方面的困惑并给予建议。

对于男生，父母要鼓励其向好朋友自我表露，“有不愿意给父母讲的烦心事

可以给朋友说说，没准他也遇到过，可以给你提出好建议。”

对于不善于广泛交友的孩子，父母也不要太勉强，让孩子接受自己的状态，

告诉孩子并不是越受欢迎越好，友谊的质量也很重要，而与少量好友维持感情是

多数孩子都能做到的。不要让孩子因为羡慕别人朋友多而自卑，在孩子接受自己

之后再启发孩子慢慢打开朋友圈。

对于沉溺社交网络的孩子，父母要及时提醒孩子，过度依赖网络社交会弱化

现实中的社交能力，并给孩子创造参与现实社交的机会，如果发现孩子加入了不

良的社交网络小组要及时阻止。

为父母支招 4：发现并指导孩子正确对待同伴压力

对于比较内向的孩子，父母还要注意孩子是否遭受了同伴压力。如果孩子提

到朋友时不是太开心或小心翼翼地，而且总是有不能维持友谊的担心，父母就要



多留心一些。

首先，父母要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知道自己有很多优点可以吸引朋友，

也总会有人欣赏自己的特点，所以不要过分担心失去友谊。

其次，和孩子一起讨论，对于友谊，什么最重要，共同的爱好、彼此互相帮

助、关心，而顺从对于友谊并不重要，也不能获得真正的、持久的友谊。

最后，要给孩子确立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管同伴压力有多大，要坚守原则，

即使失去朋友，也决不能妥协，比如作弊、打群架、偷窃、吸毒等，要给孩子强

调越界的严重后果。

为父母支招 5：不要过多干涉孩子的人际交往

交友问题容易成为亲子冲突的原因之一，父母应该了解孩子的交友状况，但

不宜过多干涉，要尊重孩子选择朋友的权利。

父母要告诉孩子您对交友的期望，但不要强迫孩子接受，也不要轻易对孩子

的朋友进行负面评价，即便您认为孩子的朋友在某方面有缺点，也要在充分肯定

其优点的情况下，再提出看法。父母要明白，成绩好不是优秀的唯一标准，每个

人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孩子必须接触各种人，在交往中提高辨别能力，更好地

融入社会。

除非父母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孩子的交友行为非常危险，否则不要禁止孩子交

友。假如孩子确实因为交友受到了不良影响，出现一些不好的行为，父母也不能

简单地用禁止交往来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提高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孩子能

够正视朋友的不足和缺点，约束自己的言行，鼓励孩子在与不同的人交往中强大

自己、完善自己。

原载《这样爱你刚刚好，我的高中孩子》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1 月出版（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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