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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反差行为”是在其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现象。依据现象解释学逻辑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结果

表明儿童的“反差行为”是由双立场多层次因素相互交错，致使其在环境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其本质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

被迫选择。由于儿童的“反差行为”具有典型的被动适应性特征，其只能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权益之计。自我统一性是儿

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者需在理解儿童“反差行为”的产生机制和内在意义的基础上，采用正确的教育引导策略，以促进

儿童自我统一性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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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tenance of Self-unity: The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Educational
Guidance of Children’s“Contrast Behavior”

LIU Yan，ZHANG Geng-li
（College of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Children’s“contrast behavior”is a common behavior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continuous socialization. Accord⁃
ing to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by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log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ldren’s“contrast behavior”is gen⁃
era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caused by the interlocking of two sides and multiple levels of factors, and its es⁃
sence is children’s forced choice to maintain their self-unity. Since children’s“contrast behavior”ha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s⁃
sive adaptability, it can only be a measure for children to maintain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elf-unity. Self-un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ducator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and inner meaning of children’s“con⁃
trast behavior”and adopt correct education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elf-unity.
Key words：Children’s“contrast behavior”; environmental conflict; maintenance of self-unity; education guidance

儿童的“反差行为”是其在不断社会化的过

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表现。它往往是在一

定强度的环境冲突下，儿童的真实自我和现实自

我面临不同程度的分裂危机，致使儿童个体为维

护自我统一性，表达自我本真的存在感，满足内

在的真实需要，而在现实中表现出的与他人期待

不同程度相反的行为。儿童的“反差行为”因与

教育者期待的对抗性，常常遭致教育者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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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批评甚至是惩罚，却忽视了对其本身的意

义理解和分析。依据现象解释学的逻辑对儿童

“反差行为”进行意义分析，可为教育者理解和引

导转化儿童的“反差行为”提供一种理性支持。

一、自我统一性及其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自我统一性是个体保持与整体、与世界之间

统一性关系的条件，它是个体在与自我、与他人、

与社会建立真实、安全关系的过程中不断获得

的。具体而言，自我统一性一方面与自我发展相

联系，是一个人真实自我、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一致性关系的建立，是自我内在张力的适度表

现；另一方面又是自我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

的适应性反应，产生经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它

使个体无论生活在自己的过去、现在、将来的哪

一个时空内都能在意识的行为和主体方面实现

自我的统一。自我统一性在主观上表现为互为

关联的存在感、一致感和连续感、心理的成熟感、

生活的意义感和方向感；客观上表现为人与社会

的有效整合［1］。正如米德所说，“完整的自我统一

性和结构，反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所具

有的统一性和结构，而每一种组成这种完整自我

的基本自我，也都反映这个把个体包含于其中的

过程之诸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所具有的统一性和

结构。”［2］159获得自我统一性的个体从属于其周围

群体的共同体中，完整的自我也是对完整社会过

程某方面的特定反映。除此之外，自我统一性作

为结构是自我调节系统的核心部分，它是个体描

述、关联和解释相关特征，经验和选择合适行为

的理论或原则［1］。个体的自我统一性不是机体的

自然成熟，而是一个主动寻求的过程，即个体自

我在遇到新的经验和刺激时，通过不断同化和顺

应逐渐建构成个体应对百变生活的参照框架和

关于自我发展的理论。个体自我统一性的形成

使个体在矛盾的现实中保持了人格的统一，也标

志着自我的发展和人格的成熟。

人的自我统一性的形成与发展是持续人一

生的过程。儿童期，既是自我统一性形成的起始

时期，又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婴儿自诞生起，

便脱离了与子宫之间化学物质的交换，而进入一

个全新的社会交换系统，其逐渐增长的各种能力

遂与其文化的各种机会和限制在此遭遇［3］。在随

后的连续性发展过程中，婴儿运用其不断成熟的

感觉的、运动的及其社会的各种能力积极主动的

与周围环境发生有意义的交互作用，以此顺利渡

过成长中遭遇的一次次危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

形成健康的、有活力的人格，达到能够主动支配

环境和正确感知自己与世界的能力，获得自我统

一性。否则，儿童在此过程中如果感受到的世界

是更易分裂的、不安全的，这将会成为儿童易损

性不断增加和成为适应不良个体的根源。因此，

儿童自我统一性的发展和确立，关系到其自我及

其人格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其是否能更好地适

应社会，并体验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的真实

意义。诚如莱恩所言，“获得自我统一性的个体，

常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真实的、活生生

的、完整的、在时间上连续的人。作为这样一个

人，他可以切身进入世界，与他人相处。世界和

他人在他的经验中也同样真实、生动、完整和连

续”［4］8。反之，个体则常常陷入存在性不安的状

态之中，焦虑与危险常伴随其左右，其无法把自

己及他人的真实性、生动性、意志自由及身份视

为当然，那么他将苦苦挣扎，力图变得真实，力图

保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动，力图维护自己的身份，

努力避免失去自我，而最终走向自我分裂的道

路［4］33。由此可见，自我统一性的获得应是儿童良

好发展的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儿童良好发展的前

提保障及其根本依据。儿童只有在逐渐获得自

我统一性的过程中，才能够使其自我人格朝向更

加和谐、完善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

价值。

儿童在现实生活中，当其自我统一性一旦遭

遇重压，即将面临真实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分离甚

至是人格分裂危机时，其本身的自我调节系统便

会不遗余力地为维护自我统一性而“奋斗”。当

然，儿童“奋斗”的表现在成人的价值评判标准

中，常可能是建设性行为，也可能是破坏性行为，

甚至是成人所无法理解的各种“特殊行为”。总

之，在儿童的基本需求缺失而成人又无法察觉甚

至是阻塞儿童满足基本诉求的正常渠道时，儿童

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各种尝试性努力，以解除

其成长中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危机。其中，“反差

行为”便是儿童在遭遇自我统一性危机时，其自

我调节系统为维护自我统一性而做出的一种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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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性努力。儿童的“反差行为”在教育者眼中常

因不符合成人期待而被赋予一定程度的消极意

义，但对儿童而言，其对于解除儿童自身所面临

的自我统一性危机却具有积极作用。需要强调

的是，尽管“反差行为”具有自身的积极意义，但

终究不是儿童自我统一性维护的根本之道，它只

不过是儿童一种无奈的选择，若长此以往，将会

对儿童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二、“反差行为”：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

被迫选择

获得对日常生活体验更为本质性的深刻理

解是现象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很多时候，这种共

核或本质也许只能通过生活经验中所遭遇的事

件或实例来直觉地把握［5］。儿童的“反差行为”是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常见的一类行为现象，其背后

隐含着丰富的内涵及原因。因此，有必要结合日

常生活情境中儿童“反差行为”的典型事件或案

例，来探讨儿童“反差行为”的本质及其具体意

义。

案例：小明在老师眼里，是一个规则意识很

强、各方面能力发展都不错的孩子。但是，最近

常有小朋友告小明的状，说只要老师不在时小明

就特别调皮，喜欢跟小朋友打闹、嬉戏，还不遵守

班级规则；而老师一旦出现，他就立马安静下来，

变成乖巧、听话的“好孩子”样子。妈妈也常说，

小明在家里时，一点都不像老师夸奖的那样，简

直就是一个小魔王，一不顺心就爱撒泼、哭闹，不

愿弹琴，不愿学习……后经深入了解得知，小明

的老师是位喜欢高控制孩子的教师，在带班期间

经常一刻不离的管控孩子，要求他们按照老师的

要求进行一日活动，不听话或违反规则挨骂受罚

是常有的事，因此有些孩子只有在老师不在的时

候才能来干些自己的“事”。

（一）成人视角：儿童“反差行为”的具象透视

“反差行为”的含义是多重的。从发生的事

件及其场景而言，既可指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之

中，面对相同事情而外显出的不同的人格特征及

行为；也可指在相似的情境之中，面对相同事情

而外显出的不同人格特征及行为；还可以指个体

在不同的情境之中，面对不同事情而外显出截然

不同的人格特征及行为。从其行为界定的主体

视角而言，儿童视角中的“反差行为”常常是指由

于不同的成人对其提出了各不一致的要求而使

其表现出不一致的行为表现；而成人视角中的儿

童“反差行为”，则是指儿童在“权威人士”在与不

在的场景中所表现出的各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

反的行为与人格特征。本文基于教育者的教育

反思和教育引导的需要，对儿童“反差行为”的分

析是一种成人视角的分析，意指儿童在“权威人

士”在与不在的情境中因相似或不同事情的引发

而表现出的截然相反的行为与人格特征。也就

是说，儿童在成人离场时的实际行为表现是不符

合成人的期待和要求的，由此这种“不符合成人

期待的行为”正与权威的成人在场时儿童所表现

出的“符合成人期待的行为”形成反差。

成人视角的“儿童反差行为”常以是否符合

社会规范、日常惯习和教育者的主观期待为标准

进行衡量判断。由于缺乏儿童视角的内涵与意

义的理解分析，儿童的“反差行为”被贴上消极、

负面的标签，常被冠以在“非权威性情境”中“不

听话”“破坏规则”“调皮捣乱”“撒泼哭闹”等，即

表现出与成人期待的“好孩子行为”相反的行

为。儿童“反差行为”的含义是多层次多视角的，

单纯成人视角的显性界定，可能会遮蔽儿童“反

差行为”的真实意义和诉求，甚至会产生曲解和

强制，因此需要针对具体的事件或实例进行深入

的结构化的类型具象透视与解析。具体而言：

其一，因无力达到成人的期待而形成的“反

差行为”。由于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或学习能力不

足的影响，成人期待的行为表现还没有内化成儿

童自觉的行为能力，还不能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

进行迁移表现，由此一旦脱离权威教育者在场的

要求、提醒、指导与控制等，而在非权威教育性的

情境中儿童就会回归真实自我的状态，变回“原

形”，表现出与成人期待的反差性。当然，非权威

性情境中儿童的真实行为，可能就是儿童当下身

心发展水平的真实表现，也可能是因不良的教育

经历，已养成的不良行为习惯。但是不管怎样，

这时针对儿童的“反差行为”不要简单武断地进

行否定和惩罚，而是需要对儿童的当前状态和特

点进行理解分析，并通过积极的教育引导和训

练，促进儿童逐渐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旦成人的

期待逐渐发展成为儿童认可的、自觉的行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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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就会超出当前的反差状态，表现出高水平的

不同情境中的行为一致性。

其二，因不认可成人的期待和要求而形成的

“反差行为”。成人立场的发展期待如果忽视儿

童实际的发展水平和需要，可能就会变成儿童发

展的压力甚至是障碍，并会招致儿童直接的或变

相的抵制。例如，在权威性教育情境中，儿童源

于自身的无力拒绝感和能力意识不足，或为了寻

求权威人物的认可、承认，而被动地服从成人的

期待，投其所好地表现出成人认可的“好孩子行

为”，以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然而，一旦脱离权

威性情境，儿童就会本真毕露，表现出反映真实

自我兴趣和需要的行为。所以，“反差行为”并不

一定就是具有破坏性的“坏行为”。综上可见，不

论何种性质的“反差行为”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

相应的影响，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理解与反

思，以为儿童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支持性条

件。

（二）环境冲突：儿童“反差行为”的症结所在

环境冲突是由儿童的“内部环境期待”与“外

部现实环境”之间产生的强度不一、类型不一的

矛盾而引发的。前者是基于儿童立场，既指发展

良好的儿童所需要的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环

境，又指发展不良儿童需要的不同于一般发展规

律的环境。而后者是基于教育者立场，既指教育

者基于儿童良好发展的目的为儿童提供的外部

现实环境，又指教育者为维护自身利益，抑或是

刻板地遵守社会规范而为儿童提供的不符合其

身心发展规律的外部现实环境。因基于儿童立

场的“内部环境期待”具有教育引导意义上的合

理与不合理之分，即儿童基于自身健全发展所需

的环境诉求一般是合理的；而由儿童不良教育经

历导致其养成的不良行为习惯所引发的环境诉

求一般含有不合理的成分。与此同时，基于教育

者立场的“外部现实环境”也具有教育引导意义

上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即教育者为维护自身利

益，抑或是刻板地遵守社会行为规范而为儿童提

供的现实环境多具有反儿童性的特征；而基于儿

童良好发展提供的现实环境则一般含有合理的

成分。由此，双立场四层次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

了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环境冲突。具体而言：

其一，高要求致使的环境冲突。教育者常基

于儿童良好发展的目的，提供超出儿童目前发展

水平的高要求环境，由此高要求环境便和儿童所

需环境产生冲突，形成了高要求所致使的环境冲

突。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首先是儿童所需

的符合其现阶段发展水平的环境与教育者为其

提供的更高发展水平的现实环境之间产生冲

突。也就是说，儿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还达不到

教育者所要求儿童达到的更高水平，还需教育者

运用灵活的教育方式对其进行反复的引导、训

练、适宜控制才能逐渐内化为儿童自觉的行为能

力，才能在不同的情境中灵活迁移。但在儿童尚

未将高要求行为自觉内化以前，儿童所需环境与

教育者提供的现实环境之间则一直存在着强度

不一的冲突。此强度不一的冲突具体表现为：教

育者在场时，由于教育者不断的指导、控制和反

复训练使儿童表现出“好孩子行为”；一旦教育者

离场，儿童便由缺少控制和训练而变回“原形”。

由此，“好孩子行为”与“原形行为”之间形成反

差。其次是儿童由发展水平不足所需要的不同

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环境与教育者为其提供的符

合一般发展规律的现实环境之间产生冲突。即

儿童因不良教育经历养成的某些不良行为习惯，

致使儿童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外界提供的符合

一般发展规律的现实环境，但又被迫要遵守外界

规定的行为准则和要求而表现出“好孩子行为”；

一旦教育者离场，儿童便本真毕露，形成两种极

为不同的行为反差。

其二，反儿童性致使的环境冲突。有部分教

育者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为儿童提供了

违反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环境，由此与儿童所需环

境产生剧烈冲突，致使了反儿童性的环境冲突。

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首先是儿童所需的符

合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环境与教育者为儿童提供

的违背其身心发展规律的现实环境之间产生剧

烈冲突。教育者为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常选择

严格控制儿童的活动自由并限制儿童进行各种

尝试与探索，这种违反儿童天性的现实环境自然

会招致儿童极力反抗，其结果就是儿童所呈现出

的截然相反的“前台”与“后台”行为。其次是儿

童所需要的符合其个性化特征的环境与教育者

为其提供的只具单一标准的现实环境之间产生

冲突。儿童心理发展的差异性特征使得每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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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都不应是机器所印刻出来的同一模型，教育者

也应根据儿童之间的差异，适当放宽群体同一标

准，否则就会导致教育者在场时儿童所做出的其

并不认可却被迫为之的行为恰好与教育者离场

时儿童所表现出其所需求的真实行为之间形成

反差。综上所述，环境冲突是引发儿童产生“反

差行为”的症结所在。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儿童

“反差行为”，追朔其深层原因，几乎都是由强度

不一、类型不一的环境冲突所致。教育者只有深

度剖析儿童“反差行为”的本源症结及主要类型，

才能为理解、引导并转化儿童“反差行为”提供理

性支持。

（三）维护自我统一性：儿童“反差行为”的意

义分析

自我统一性的获得是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障及其根本依据。而“反差行为”体现的是儿

童在不同环境中既要维护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统

一关系，又要维护真实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同一关

系而致使其行为表现出的不一致性，是儿童维护

自我统一性的被迫选择，是儿童真实自我的表

达，是儿童内在需要和兴趣的实现方式。当合理

的外在要求和儿童实际的表现形成反差时，说明

外在的、高水平的、有利的要求还没有内化为儿

童的内在需要，还没有转变成儿童自觉的行为。

儿童在非控制性环境中，优先性地表达的是反映

真实自我需求的行为，由而和成人期待的行为形

成反差。当不合理的外在要求和儿童的实际行

为形成反差时，说明成人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儿

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致使儿童陷于程度不一的自

我的痛苦挣扎之中，既要应对成人不合理的外在

要求又要为释放本我天性、表达真实自我寻求机

会，故而会表现出程度较高的“反差行为”。但无

论儿童所表现出的“反差行为”是何种类型，其真

实意图都是为维护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关系，

都是为维护真实自我与现实自我一致性关系的

建立。当外界环境与儿童所需环境产生冲突时，

儿童常因自身力量弱小而无法与外界环境抗衡，

只能发挥自身机体的适应性功能，暂时隐藏真实

自我转而用现实自我获取对自身而言极为重要

的安全与归属、爱与尊重，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与

自我、重要他人之间较为安全真实的关系，形成

此阶段的自我统一性。若此时儿童依旧我行我

素，完全不顾周边重要他人的要求与看法，则会

在他人眼中表现为一个“不良”儿童形象，儿童无

法获取其所需要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更无法与他

人建立在儿童心理上真实安全的关系，也就无法

形成此阶段的自我统一性。

“反差行为”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被迫

选择，但其却具有双重作用。于儿童而言，“反差

行为”虽不是自我统一性维护的正确轨道，但却

使长期处于环境冲突中的儿童暂时解除了其真

实自我与现实自我分离的危机，释放了其本我天

性，表达了其真实自我和兴趣，维护并发展了其

自我统一性。但具体到不同环境中的儿童而言，

处在反儿童性环境中的“反差行为”却具有一种

更加特殊的积极作用，即儿童常在“反差行为”中

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再现生活中所获得的完整

经验，儿童在其中会完全存在于自己的经验之

中，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及态度也都经过了自我的

充分组织，他们会通过模仿及不断内化周围人的

态度以控制他自己的直接反应，进而能够对自己

的反应进行自由控制，表现出支配其周围环境的

能力。在这种情境中，我们能够在儿童的本性本

身之中发现其所属群体的共同态度和有组织化

的他人的态度，它通过儿童的直接经验完整的表

达出来。也正是由此，儿童确定了自己的自我，

并且使自己的自我获得了暂时统一性［2］77。也即

是说，处于反儿童性环境中儿童的“反差行为”，

不仅具有与外部世界构建统一关系的作用，也具

有构建儿童自我意义世界同一关系的作用。儿

童在其中能成为整个情境的主导者，主动组织各

种生活经验，采择周围与其密切相关的人的观点

和态度并将其内化，暂时建立一种与自我、周围

环境融为一体的真实且安全的情感体验。这个

过程使儿童的自我有所归属，使其内在需求得以

满足，在这种有组织的整体中，他能感觉到自身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基于此决定自己与所属群

体的关系，具有自我意识，自我的内部关系得以

统一。而对于处在高要求环境中儿童的“反差行

为”而言，其主要起到与外部世界建立统一关系

的积极作用，即尝试通过“反差行为”获取重要他

人的认可，在心理上与重要他人建立一种外部的

安全关系，而不能通过“反差行为”内化其生活经

验，真正建立一种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真实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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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情感体验。

尽管如此，仍需要强调的是，“儿童反差行

为”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其产生之

初便是儿童被动适应环境的一种无奈选择。长

期的“反差行为”，会使儿童产生一种强制性自居

作用，即为避免受到教育者的惩罚或获得奖赏，

而将教育者提出的清规戒律融合于自己的人格

之中，其具体表现为只要权威教育者在场，儿童

便无意识的表现出符合权威教育者期待的行为；

一旦权威性教育者离场，儿童便“原形毕露”，常

此以往，儿童会逐渐习惯用两种或多种人格交替

生活，呈现出自我的两重性或多重性特征，这会

使儿童真实自我与现实自我一致性关系的建立

遭遇更加严重的危机，儿童无法形成稳固的自我

的内在一致性，也无法真正作为自身的主体建立

经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更无法完整的内化生活

经验，真正建立与自我、与重要他人及与社会之

间真正真实且安全的统一关系，长此以往，反而

更有可能加剧其自我统一性的断裂与缺失。因

此，尽管“反差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但其也只是维护自我统一性的权益之计与被迫

选择，教育者需在理解儿童“反差行为”丰富的内

涵原因及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适宜的教育引导，

帮助儿童的自我统一性健康发展。

三、儿童“反差行为”的教育引导策略

回归儿童生活、理解儿童行为意蕴是教育应

有之义。教育者首要的任务是理解儿童行为的

内在意义，由此进入儿童的意义世界，在此基础

上着手行动以便介入儿童成长［6］。现象解释学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与解释儿童行为的视角。

透过儿童“反差行为”的意义分析，使教育者能够

在与儿童共处的情境中把握其“反差行为”的产

生原因及真实意图，从而为引导儿童“反差行为”

提供核心支持条件。

（一）转换视角：双立场多层次关注儿童“反

差行为”

自我统一性维护是个体与自我、与重要他人

及与周围世界建立统一关系的重要途径。倘若

缺失，个体会很容易感觉到强烈的孤独感、生活

的无意义感、无方向感以及真实自我、现实自我

与理想自我之间的不一致感，其不易作为自身主

体建立经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也不易在与他人

和谐的关系中发展各种能力。当儿童遭遇一定

强度的环境冲突时，其便挣扎在自我统一性断裂

的危机之中，其自我在强制的外部环境与本我天

性的夹缝之中挣扎生存，如若此时儿童无法自如

地进行自我统一性维护，那么他们将很有可能遭

遇自我分离甚至分裂的危机。殊不知，即使儿童

积极尝试维护并建立其自我统一性，但也因缺乏

教育者积极的关注和科学的引导而不能用正轨

的方式解决其成长中所遭遇的重重危机。教育

面对的是缺乏成长经验的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

程中很难凭借一己之力跨越重重障碍，教师和家

长在这一过程中对孩子的积极鼓励与科学引导，

是转化儿童“反差行为”的关键一环［7］。因此，假

如我们只关注儿童“反差行为”这一外在结果，而

忽视其产生的内部机制和隐含的内在意义，那么

我们会很容易对之产生理解偏差甚至是完全误

读。只有转换视角，对之进行双立场多层次的关

注，才能为教育者真正理解“反差行为”提供前提

条件。

儿童自我统一性维护是必要的。同时，以健

康的、符合社会规范和价值的、建设性的方式进

行维护则是我们的目标追求。但因儿童“反差行

为”是由双立场多层次因素交叠而成，这使得成

人必须对之产生的原因、类型及意义进行系统性

积极关注，否则，“由于受到立场的影响，成人会

带着某种偏见来看待孩子的行为，但情况可能完

全背离孩子的真实面貌。”［8］这意味着，单纯视角

的单一或不同，就足以使教育者在面对相同行为

时，会产生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评价标准和

干预策略。儿童会在这种冲突中会更加迷失自

我，产生成长中更难应对的新问题与危机。此时

若教育者转换视角，对之进行系统性积极关注，

既站在成人立场科学审思儿童“反差行为”背后

诉求的合理性，又站在儿童立场关注其行为产生

的具体原因及其内在意义，唯此才能真正走进儿

童的内心世界，为转化儿童“反差行为”提供切实

可行的实质性帮助。

（二）科学解读：透现象准辨识满足儿童合理

环境诉求

科学解读儿童“反差行为”，只有透过其行为

现象，挖掘其行为产生的具体原因、类型及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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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真实意图，才能做到准确辨识其行为诉求

的合理性，进而为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外界环境

以满足其基本需求，这是引导与转化儿童“反差

行为”的又一关键一环。我们利用现象解释学逻

辑了解到儿童“反差行为”是儿童在遭遇一定强

度环境冲突的过程中，因求助无门而被动发挥机

体适应性功能以解决特定冲突，以维护自我统一

性为目的而做出的一种尝试性努力。透过环境

冲突，我们又能够了解到环境冲突产生的原因及

类型并非单一而是具有系统性的层次划分，因

此，面对儿童所表现出的看似是同一类行为的

“反差行为”，需要我们科学解读、准确辨识、合理

满足。

儿童对外界环境的诉求一方面反应出其内

心缺失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儿童对外

界现实环境的适应出现了偏差。当儿童所需的

安全、归属与爱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得到满足时，

其机体内驱力会被迫运用“反差行为”在外界环

境中寻求满足，那么此时儿童对外界环境的寻求

就是儿童基本需求缺失的直接体现。因此，对于

此类儿童“反差行为”，只需教育者为儿童提供满

足其基本需求的环境，即可引导与转化儿童“反

差行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旦儿

童某一层次的需求得到相对满足，追求高一层次

的需求就会成为驱使行动的动力。相应地，获得

基本满足的需求就不再是一种激励力量［9］。也即

是说，此类儿童“反差行为”会随着基本需求的满

足顺势而消。但当儿童对外界环境的诉求是因

儿童不能良好适应外界环境转而去追寻符合自

己需求的环境时，我们必须准确识别儿童对环境

诉求的合理性。若儿童是因外界环境对其要求

过高而使其无法适应时，只需对外界环境中的高

要求进行更加灵活的梯度化即可缓解儿童适应

不良问题；但若儿童是因本身已养成的不良行为

习惯致使其无法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化环境，此时

就需要在理解儿童的基础上对儿童进行适宜的

严格要求和反复训练，帮助儿童早日矫正不良行

为习惯，尽快融入集体生活，获得行为的一致

性。例如，对处于反儿童性环境中儿童的“反差

行为”，只需教育者给予儿童适宜的成长空间，为

其提供充满安全、归属与爱的环境，即可较好消

除“反差行为”；对因高要求环境致使的“反差行

为”，则需教育者运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帮助儿童

不断内化外在的合理要求，将最高要求梯度化，

逐层递升，则能较为有效的转化此类“反差行

为”；最后对因已养成的不良行为习惯致使的“反

差行为”，需要教育者在理解其行为意义的基础

上适宜严格要求，帮助儿童逐步自觉内化规则行

为，早日达到在不同情境中能够自由迁移规则行

为的能力。综上可知，唯有科学解读，准确辨识，

才能抓其根源，对症下药，进而合理满足儿童环

境诉求。否则，若忽视对儿童“反差行为”作类型

化分析，只采取相同对策对其进行引导转化无异

于扬汤止沸，绝无法起釜底抽薪之效。

（三）减少预设：多标准梯度化解放儿童之

“模型塑造”

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好孩子

行为”历来深受长辈认可，他们将家族人生的希

望都寄托在儿童瘦弱的肩膀上，希望其出类拔

萃、孝顺懂事、乖巧听话。传统文化发展至现代

化信息化的今日，我们依然在一边高喊解放儿

童，一边却要求儿童处处夺冠，表现出一个被人

称赞的优秀儿童形象。时代在变化，然而我们对

儿童的“模型塑造”却从未发生过实质性改变。

由此，模型标准预设下的儿童，常处于现实自我

与真实自我之间痛苦的挣扎中，只能被迫用“反

差行为”维护其自我统一性。唯此，儿童才既可

以表现出成人期待的模型行为，又可以表达自我

的本真存在。但需要强调的是，当一个儿童在其

成长发展的早期便学会并习惯用两种或多种不

同自我应对不同环境时，那么教育将会培养出越

来越多双面玲珑之儿童。儿童虽能灵活运用不

同面具迎合不同人的需求，但是其展现的自我却

几乎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是可被相信的，虚伪甚

至自私的儿童便由此诞生。正如戈夫曼所说，

“当个体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时，他的表演总是

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

的价值，而实际上他的全部行为则不具备这种价

值”［10］。因此，“反差行为”的症结虽是环境冲突，

但其源头之水却是“模型塑造”，只有减少对儿童

的模型预设，为儿童设立多维标准，针对儿童发

展的差异性特征对其进行梯度化要求，才有可能

在实质上解放儿童，那么多数种类的儿童“反差

行为”也就在根源上顺势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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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应该相信，“儿童作为有力量的社会

行动者，他们不仅能以创造性的方式重构自身，

且能为成人及其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1］。“模

型塑造”会让儿童背负过重的压力，严重的束缚

往往剥夺了其真正可贵的创造之力，将其压迫成

同一模式下机器化大生产的“产物”。教育要培

养的是真实灵动的儿童；是饱有天真气息，拥有

无穷创造力，无穷探索欲望的儿童；是能在各行

各业充分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儿童。

这需要教育留给儿童适宜的成长空间；需要教育

为儿童提供多标准、梯度化的现实环境，而不是

只以“好孩子行为”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正如马

克思所确立的科学的人的发展观，人的全面发展

也是人的自由发展，是人在各方面的基本素质和

基本能力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基础上的个性

独特而自由的发展，并不是遵循着同一模式的机

器化的发展，全面发展的人应是共性与个性的统

一［12］。因此，减少对儿童过重的模型预设，建立

多维评价标准，实施具有差异性特征的梯度化要

求，是引导儿童“反差行为”的治本之策，也是现

代教育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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