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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孩子攻击行为
背后的愤怒情绪。
  愤怒本身并没有错，它只是一种情绪，只
要学会用不同的方式，恰当地表达愤怒的情
绪，它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很多父母限制愤怒情绪的表达，见不得孩
子生自己气、表达对自己某些行为的不满和失
望等情绪，他们内心总觉得：“我是你父母，
你有什么资格生我的气？”这些被压抑的情绪
不会消失，只会在某一天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
发出来。
  其实，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某些行为而流露
出生气、不满、失望的情绪，是很正常很普遍
的事情，家长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够接纳
和理解。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应该带着一种
平等、尊重的心态对待孩子，重视他们的感
受，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并帮助孩子认识自己
的情绪，正确管理好情绪。
  比如温和地询问孩子：“是不是因为妈妈
不让你吃冰激凌，你生气了？”不忽视、斥
责，阻止孩子的情绪表达，等孩子平静下来，
再讲清楚不能吃的原因。
  愤怒的孩子，需要父母帮助他们冷静下
来。一个孩子对情绪认知越具体、准确，他会
更懂得该如何处理、管理情绪。
  其次，适当放手，把成长的自主权还给
孩子。
  如果父母总是主宰孩子的生活，喜欢命
令、控制孩子，孩子就会越渴望挣脱束缚、争
取个人自由空间。因为不敢挑战你的权威，孩
子转而诉诸于“隐形攻击”。
  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需要保持警觉：
“我手中的这根绳子，是不是拽得太紧了？”
  孩子在幼时，会配合家长密不透风的管
教。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对父
母的强制管束，孩子学会反抗，为自己争取自
由，在与父母的对峙中，更大的仇恨就产
生了。
  我曾见过一些孩子，为了对抗父母，拿自
己的学业作为筹码，报复父母。最后，亲子双
方两败俱伤。
  为人父母，要懂得慢慢放手，原则性问题
替孩子把好关，其余事情要随着孩子的成长，
逐渐给孩子自主权。多倾听孩子的想法，让孩
子学着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做选择和决定。给
足孩子成长的空间，孩子才有机会大展拳脚，
处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挑战，发展健康的
自我。
  钱志亮（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专注于
特殊教育、家庭教育、幼儿教育领域）

家长如何应对“隐形攻击”

  绘本《我是个小孩子，我喜欢假装听不
见》还原了现实生活中孩子对家长的“隐形攻
击”。
  闹钟响了，妈妈一遍一遍地喊，我翻了一
个身，蒙着被子继续睡。
  爸爸喊我去刷牙，我一直坐着没动，他在
盯着我，我假装没看见。
  吃早餐了，妈妈说了三次“你要迟到
了”，我才端起了装牛奶的杯子。
  故事的小女孩，是如何解释自己这种行为
呢？她认为：我喜欢假装听不见，是因为我觉
得你们蛮不讲理。
  你们总喜欢说：“你就听我的吧，我是不
会害你的。”可是你们却从来不肯听一听
我的。
  你的要求对我来说太难了，你的命令让我
觉得很扫兴，你的话太唠叨了……
  孩子的“隐形攻击”行为背后，是愤怒在
作祟，他们对父母一些教养方式不满，但是又
没有能力反抗，相对于公然的反抗而言，这种
消极的抵抗是一种更为安全的做法。
  他们内心需求是渴望拥有自己成长的自主
权，希望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能得到尊重和
接纳。
  我们可以发现，越是亲子关系不平等的家
庭，孩子越容易出现“隐形攻击”行为。
  《隐形攻击》一书中也提到：如果家庭中
充满敌意或者亲子关系有问题，那么孩子报复
父母的唯一途径就是默默地、悄悄地发泄愤
怒，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
样做。
  比如：父母太强势，对孩子控制太多，仅
凭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来管教、安排孩子的一
切；父母比较严厉、挑剔，经常看不惯孩子的
某些行为，常常指责孩子；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常常得不到尊重，被忽视和否定；父母不允许
孩子表现出生气、愤怒等情绪，看不得孩子对
自己不满……
  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一直受到父母的控
制、严厉管教，却不敢直接反抗。但心里一直
积攒着愤怒和不满，就会用表面乖巧，在行动
上拖延、慢、“阳奉阴违”、故意出错等方
式，发泄内心的情绪。如果父母不了解，不能
及时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孩子内心只会越来
越压抑，感觉自己不被接纳和重视，缺乏成长
空间，背地里和父母较劲。
  亲子关系越来越差，也不利于孩子心理和
性格的健康发展。拿磨蹭来说，孩子磨蹭的原
因有很多种，其中，最为隐蔽的原因是孩子在
无声地反抗。他们在父母催促、指责声中感受
到的愤怒，通过拖拖拉拉让父母知道：“我才
是掌控局面的人。”
  《拖延心理学》中有这样一段话：拖延常
常是一个人的独立宣言，他试图通过拖延来告
诉人们：“我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人，我根据
自己的选择来行动，我没有必要按照你的规定
或者要求来做事。”
  在磨蹭的时候，孩子感受到了自己对事情
的影响力，获取了掌控感，自我价值得到了加
强。在这场拉锯战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最后
演变成了，大人越催越唠叨，孩子越摆烂。孩
子们的隐形攻击，不仅伤害了父母，也在伤害
他们自己。

“隐形攻击”是孩子在争夺自主权

孩子身上有这些迹象
说明他的内心很受伤

  “隐形攻击”也被称之为“被动攻击”，美
国心理学家蒂姆·墨菲在《隐形攻击》一书中
做了这样的定义：“关系中弱势的一方通过拖
延、躲避、故意激怒、暗中报复等非直接方式，
向强势一方表达因地位不平等而累积的愤怒。”
  “隐形攻击”的出现，意味着孩子内心有
着“隐藏的愤怒”。
  愤怒需要表达，但表达方式不一定总是外
露的、强烈的、可见的正面交锋，孩子可以选
择用间接的、消极的、不易被察觉的形式来表
达不满，通过不作为、不合作等隐蔽方式激怒
父母。比如：
  磨蹭：表面服从，暗地里以拖延、不配
合、不合作等。
  冷漠：鲜少表达情绪，对父母态度冷漠。
  敷衍：常常表现得很无所谓，经常回答都
行/随便/不知道。
  制造混乱：能做好的小事，总是做错、做
不好。
  降低效率：经常迟到、健忘，对于轻易能
够履行的承诺，却常常食言。
  认识的一位妈妈，孩子正在读初一，平时
也很听话，但最近她总会在孩子身上感受到冷
漠。比如：孩子放学回家，什么也不说，直接
回房间；平时喊他，假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问他事情，孩子给出的答案往往很简单，
“哦，不知道”。
  她甚至觉得孩子在跟她冷战，可孩子却
说：“我没生气。”
  于是，我们问这位妈妈：“这段时间，你
是不是对他的要求很高？”
  这位妈妈坦言，她对孩子学习一向抓得很
严，前段时间因为交友问题和孩子闹得不太愉
快。她非常不喜欢和孩子经常一起玩的那几个
同学，因为这件事批评过孩子很多次。
  孩子觉得妈妈说得不对，但他又反抗不
了，最后怎么办呢？“你不是希望我不交朋友
吗？那我就孤僻给你看看”。
  看到妈妈因为自己的改变而担心，孩子找
回了一丝隐秘的掌控感。

什么是“隐形攻击”行为

  你的孩子有这种表现吗？虽然平时
很少大哭大闹，表现得很顺从，但总是
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行为：比如
你跟他说话，就像听不见似的；不管让
他做点什么都磨蹭拖延；答应好的事情
经常忘记；和你沟通时，态度非常敷
衍……你时常感到很窝火，却又不好直
接指责。
  其实，你可能正在经历来自孩子的
“隐形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