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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旨在深入探讨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通过分析影响逆反心理产生的内部因素如个体性格、认

知发展、情感需求等和外部因素如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文化等，揭示其背后的心理逻辑和动因。

同时，文章还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从家庭、社会、学校三个方面提出一系列针对性

的应对策略，包括调整教育方式、改革教育方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以期为应对青少年逆反心理提

供实践指导和参考。通过本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构建和谐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贡

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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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eply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dolescent rebell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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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and to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logic and motivation behind it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rebellious psychology, such as individual personality, cognitive development, 
emotional needs, etc.,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family environment, school edu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will also combin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practical expe-
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family, society, and school, including adjusting education methods, reforming education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coping with adolescent rebellious psychology. Through this study, we hope to contrib-
ute to the promotion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famil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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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作为人生旅程中一个充满挑战与变化的阶段，不仅是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也是心理

世界逐步构建与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逆反心理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广泛影响着青

少年的行为模式与心理状态。逆反心理表现为青少年对家长、教师或社会规范的反抗、质疑或拒绝服从，

这种心理现象往往伴随着情绪的不稳定、行为的偏激以及对传统权威的蔑视。逆反心理对青少年成长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适度的逆反心理有助于青少年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促进其个性发

展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过度的逆反心理则可能导致青少年与家长、教师及社会的关系紧张，

影响其情感交流、学业成绩及社会适应能力。此外，长期的逆反心理还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不

良影响，如引发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甚至诱发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鉴于青少年逆反心理的普遍性

及其对青少年成长的深远影响，深入研究其形成机制与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通过揭示逆反心

理的形成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把握其心理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为科学的

教育与引导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缓解青少年逆反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促

进其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家庭关系、提升教育质量，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环

境，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原因，通过综合分析

内部因素如生理变化、心理发展、情感需求等与外部因素如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文化等的相互作

用，揭示逆反心理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本文还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提出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旨在帮助家长、教师及社会各界更好地应对青少年逆反心理，促进青少年的健

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2. 逆反心理概念 

“逆反”也叫“逆反心理”，国外从 1960 年左右提出。《英汉大词典》最开始的解释将逆反心理分

为两层意思：表面的意思是指否定，而深层的意思则指一种对抗或者拒绝做某件事情的态度，也解释为

偏偏要按照他人所指的反面去做，或者非要按照相反的方向去做的一种倾向(王同亿，1990)。由于个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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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有自己的思维，特别是初中生对于自我独立的要求越来越高，出于对自我的保护也是有可能出现逆

反心理的，当个体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受到削减或是控制的时候，会表现出很强的保护动机，投射到行为

上，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被控制行为的出现频率不断增加，想要通过这种途径来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Brehm, 
1981)。发展到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着手研究逆反心理，并且都将主要人群集中在了中学生群体。

朱智贤在《心理学大辞典》中提出了逆反心理的定义，将其本质确定为一种心理活动，产生于个体的主

观认识和客观环境无法吻合从而诱发的抵触情绪，这种认识和元认知干预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十分相似(朱
智贤，1989)。廖为建认为逆反心理是指环境中发生的事物已经超出了个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值从而产生的

一种相反的感受，即个体有倾向性地脱离了寻常的思维，按照相反方向发展的倾向(廖为建，2000)。比如：

当家长一直对孩子的一些方面进行说教，超出了孩子能够接收的程度时，他就很有可能会产生非要去做

这件事情的冲动，从而导致逆反心理。李荐中在临床的实践中发现，逆反心理很有可能是一种固执的、

单向的思维习惯，使得个体无法正确而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特点，从而导致个体采用错误的行为去解

决问题(李荐中等，2006)。结合教育来讲，认为逆反心理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之中，自身的想法和传统的教

育教学观念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的对立情绪或者行为倾向(李林，1999)。邢宜静认为，初中生的逆反心理

主要是指在社会环境、教育者或家长的间接主观因素和初中生的直接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初中生本

身对教育者或家长所谈及的一些事情产生抵触、反感的情绪，从而故意表现出来的与教育者或家长的要

求和愿望背道相驰的一种心理状态(邢宜静，2008)。总之，逆反心理是客观环境不符合主体需要时所产生

的一种心理状态。当个体的自我意识和外部监督约束的内容与方式不相适应时产生出的一系列的意识或

行为反应。是强烈情感色彩的体现，这种强烈性主要表现为对事物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 

3. 研究青少年逆反心理的社会重要性 

研究青少年逆反心理在当今社会中具有深远的重要性，它不仅关乎个体成长与发展的质量，更与社

会整体的和谐稳定及未来前景息息相关。青少年时期作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是个体从依赖走向独立、

从幼稚迈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而逆反心理作为这一阶段常见的心理现象，其实质是青少年对既有规则、

权威及传统观念的挑战与反思，是自我意识觉醒与个性塑造的体现。深入探究青少年逆反心理的成因、

表现形式及影响机制，对于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提升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在教育层面，研究逆反心理有助于教育者认识到传统填鸭式教育的局限性，转而采取更加尊

重个体差异、鼓励自主探索的教学方法，从而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与创造力，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未来公民。在家庭环境中，家长通过理解逆反心理，能够更有效地与孩子沟通，建立基

于相互尊重与理解的亲子关系，减少家庭冲突，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社会层面而言，研究青少年逆反

心理还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帮助他们设计出更符合青少年心理特点的公共服务项目和社会支

持系统，如心理健康咨询、职业规划指导等，从而有效缓解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困扰及未来规

划迷茫等问题，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研究青少年逆反心理不仅是对青少年个体成长规律

的深刻洞察，更是推动教育革新、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对于构建更加健康、包容、

进步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 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 

4.1. 主观因素 

4.1.1. 生理与心理发展不平衡 
大脑发育程度是逆反心理产生的生理基础。青少年时期，大脑尤其是负责决策、规划、控制冲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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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青少年在情绪调节、风险评估和长远规划上可能表现出不成

熟。这种生理上的快速发展与心理成熟度的相对滞后，容易引发情绪波动和行为上的冲动，成为逆反心

理产生的生理基础。伴随性器官和第二性征的显著变化，青少年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变化，并对异性

产生好奇与吸引。这种生理上的成熟感可能超前于心理和社会角色的准备，使得他们在处理与性相关的

问题时感到困惑和不安，进而可能以逆反的方式表达不满或寻求认同。随着认知能力的提升，青少年开

始学会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形成逆向思维和多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虽然促进了创造力的发展，但也

可能导致他们对权威和传统观念产生质疑，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周围的世界，包括父母、老师的教导和

社会规范，从而表现出逆反行为。与此同时，青少年渴望通过摆脱依赖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和成人地位。

他们开始质疑父母的决定，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追求自主性的愿望在遭遇限制或反对时，容

易引发逆反心理。 

4.1.2. 心理需求与自我认知 
青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自我，思考“我是谁”、“我将成为什么

样的人”等问题。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他们不断探索和确认自我价值，寻求身份认同。随着年龄的

增长，青少年对自我的认知逐渐深入，包括对自己的能力、兴趣、价值观等方面的认识。然而，这种自我

认知可能并不稳定，容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导致他们时而自信满满，时而自卑沮丧。在面对挫折或

负面评价时，青少年可能通过逆反行为来维护自尊，证明自己的价值。青少年时期，自尊心尤为敏感和

强烈。他们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特别是来自同龄人和重要他人的肯定。当感到自己的权利、尊

严或能力受到质疑或侵犯时，他们可能会采取逆反的态度来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尊严。此外，青少年还渴

望在社交圈中建立自己的地位，通过与众不同的行为来吸引注意，这也可能成为逆反心理的诱因之一。 

4.2. 客观因素 

4.2.1. 家庭因素 
目前许多家庭实行的是简单粗暴、命令式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往往缺乏情感交流和有效沟通，容易

使青少年感到被忽视或压制，从而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意见和感受不被重视，进而以反

抗的形式表达不满。与此同时家长对子女的过高期望往往导致孩子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青少年无法

达到父母的期望时，可能会感到挫败和沮丧，进而通过逆反行为来寻求心理平衡或逃避现实。家庭氛围

的好坏也是造成逆反心理的因素之一，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冷漠或离异等不和谐

因素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他们可能在这种环境中感到孤独、无助和缺乏安全感，从而通过逆

反行为来寻求关注和自我认同。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会导致青少年感到被孤立和误解。

他们可能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进而以逆反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抗议。 

4.2.2. 学校因素 
应试教育方式给青少年带来的压力是造成青少年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当前的教育体系往往过分强

调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学习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使他们感到焦虑、疲惫和失去兴

趣，进而以逆反的态度对待学习。部分学校在教育过程中过分注重智育而忽视德育，导致青少年在道德

品质、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发展受到忽视。这种教育偏差可能使青少年在面临道德选择时感到困惑和迷茫，

进而以逆反的行为来反抗社会规范。师生关系是青少年逆反心理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教师对学生的态

度和行为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如果教师过于严厉、冷漠或缺乏耐心，可能会使学生感到被忽视

或歧视，进而产生逆反心理。相反，如果教师能够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并给予积极的指导和支持，将有

助于缓解学生的逆反情绪。单一的以成绩为标准的评价方式容易使学生感到沮丧和挫败。当学生发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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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无法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时，可能会通过逆反行为来寻求心理安慰或转移注意力。 

4.2.3. 同辈群体与社会文化 
同辈群体的影响加剧了青少年叛逆心理的形成。青少年在与同辈群体的交往中容易受到其价值观和

行为倾向的影响。如果同辈群体中存在不健康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青少年可能会模仿这些行为以融入

群体并获得认同感。这种模仿行为可能进一步加剧他们的逆反心理。社会文化中的大众传媒和网络信息

对青少年叛逆心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大众传媒和网络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

日益增大。这些信息中可能存在一些消极、负面的内容如暴力、色情、虚假信息等，对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产生不良影响。此外，一些时尚文化、反叛文化等也可能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并激发他们的逆反情绪。 

5. 逆反心理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 

5.1. 心理学理论 

需求与供给矛盾论认为逆反心理是由于“心理需求”同“心理供给”发生矛盾引起的一种较稳定的

带有情感性和对抗性的心理状态。当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受到挫折时，他们可能会产生逆反

心理，以对抗外界的限制和束缚；态度反应论认为逆反心理是个体对某种刺激的消极行为反应。在特定

的教育情境中，当青少年接触并理解教育内容时，如果这些内容与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相悖，他们可能

会产生抵制态度，进而形成逆反心理。 

5.2. 发展心理学理论 

发展心理学认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两个逆反期：幼儿期和青春期。在这两个阶段，个体开

始产生自我意识，并试图摆脱对外界的依赖和束缚。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意识的增强是逆反心理

产生的重要基础。幼儿期逆反主要表现为与父母顶嘴、要求自己做事情等。这是孩子开始产生自我意识

和独立意识的表现。青春期逆反则更为复杂和强烈。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变化，还要

应对心理和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并试图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

转变可能导致他们与父母、老师等权威人物产生冲突和对抗。 

5.3. 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理论认为，逆反心理的形成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家庭、学校、

同辈群体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家庭环境影响。家庭中的教育方式、亲子关系及家庭氛围

等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不当的教育方式和亲子关系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二是

学校教育影响。学校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态度等也与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当学校教育不能满足

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时，他们可能会产生逆反情绪。三是同辈群体影响。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在同辈群体中，青少年可以寻找归属感、认同感和支持感。然而，当同辈群体中存在不良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时，青少年可能会受到其影响，进而产生逆反心理。四是社会文化影响。社会文

化因素如媒体、网络等也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一些反传统、反权威的价值观念可能通过媒

体和网络等途径传播给青少年，从而引发他们的逆反心理。 

6. 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应对策略 

6.1. 家庭层面 

6.1.1. 建立信任关系 
首先，家长要主动倾听青少年的想法，放下身段，以平等的心态与青少年交流，耐心倾听他们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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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意见。通过主动倾听和尊重青少年的意见以及沟通，家长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青少年的需求和困惑，

从而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和帮助。其次，要尊重青少年的意见。尊重青少年的个性和选择，鼓励他们表

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当青少年的意见被尊重时，他们会感到被重视和认可，从而增强自信，减少逆反

心理。最重要的在于要增强家庭沟通，增进理解家庭成员之间应建立定期沟通的机制，如家庭会议、晚

餐时聊天等。通过沟通，家长可以了解青少年的需求和困惑，青少年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 

6.1.2. 调整教育方式 
教育方式的好坏是影响青少年逆反心理的重要因素。家长在教育青少年时，应采用温和、鼓励的方

式，可以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促进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通过引导、启发的方式，帮助青少年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鼓励他们积极改正。家长应了解青少年的兴趣、能力和特长，合理设定期望，根

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调整期望可以避免给他们带来过大的压力，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避免产生逆反心理。

最重要的是培养青少年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学会自己解决问题。通过这种方式，青

少年可以逐渐建立自信心，减少对外界的依赖和逆反。 

6.1.3. 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要积极促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家庭成员之间应相互理解、包容和支持，可以增强家庭

的凝聚力，使青少年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当家庭成员之间出现分歧时，应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

解决问题，避免冲突升级。其次，要减少家庭冲突。家长应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或产生矛盾，以免

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减少家庭冲突和矛盾，可以避免给青少年带来负面影响，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

性格和心态。家庭成员应共同参与家庭活动，如做饭、打扫、户外活动等。通过共同参与活动，可以增强

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和感情，让青少年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欢乐，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避免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 

6.2. 学校层面 

6.2.1. 改革教育方式 
一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平衡智育与德育。学校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仅仅是学术

成绩。通过增设德育课程、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到正确引导，

综合素质得到提升，逆反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二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

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学习环境中发挥最大的

潜能，减少因不适应而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性。学校应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可以避免单一的成绩评价

模式，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增强了教育的公平性。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

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减少因不适应而产生逆反心理的可能性。 

6.2.2. 改善师生关系 
一是加强师生沟通，增进理解。建立定期的师生交流会或班级会议，加强师生沟通，可以增进师生

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心理状态，为学生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帮

助。二是采用正面激励的方式，鼓励学生进步。采用正面激励的方式，鼓励学生进步，可以增强学生的

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学校和教师应更多地使用正面反馈和

鼓励，而非批评和惩罚，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设立奖励机制，如学习进步奖、优秀表现奖

等，表彰学生的努力和成就，可以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和心态。 

6.2.3. 丰富校园活动 
组织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如体育比赛、艺术展览、科学竞赛、社团活动等，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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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兴趣的机会，同时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领导力和社会责

任感，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逆反心理的产生。同时要确保每项活动都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

能够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到新知识、新技能，或者加深对某个领域的理解和兴趣。通过活动设计，引导

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学生形成更加积极、正面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 

6.3. 社会层面 

第一，加强网络信息管理，减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在数字化时代，网络已成为青少年获取

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然而，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如暴力、色情、虚假新闻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其逆反心理。因此，社会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管。通过严格监管网络信息，

有效过滤和审核暴力、色情、虚假新闻等不良内容，能够显著降低青少年受到这些信息的负面影响，保

护他们的心理健康，减少逆反心理、焦虑、抑郁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应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教育。

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教育，不仅提高了他们识别和抵制不良信息的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

维和独立思考能力。这有助于青少年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保持清醒，做出明智的选择。第二，倡导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尊重、理解、包容、互助

等正面价值观，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明确的价值导向，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

过媒体、公益广告、文化活动等多种渠道，传播正能量，让青少年更加了解社会的美好面，增强了他们

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有助于减少因社会不公、压力等因素引发的逆反心理，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 

7. 结论与展望 

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因素。研究

表明，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快速发展，以及对独立性和自我认同的追求，是导致逆反心理的内部动

因。同时，家庭环境中的过度保护、过高期望、缺乏沟通等问题，学校教育中的应试压力、教育方式不

当、师生关系紧张等，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良信息、价值观冲突等，都是诱发逆反心理的外部因素。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状态，导致逆反心理的产生。针对青少年逆反心理，研究

提出了多层面的应对策略。尽管研究在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和应对策略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仍存在一些不足。应对策略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缺乏足够的验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探索青少年逆反心理的形成机制，注重应对策略的实证研究，跨层面、跨学科

的整合研究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通过综合考察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因素，以及心理学、教

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揭示逆反心理的形成和应对策略的复杂性。青少年逆反心

理的形成和应对策略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问题。家庭、学校、社会应形成合

力，共同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积极、和谐的成长环境。家庭应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建立良好的

亲子关系；学校应改革教育方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社会应优化文化环境，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通

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减少逆反心理的产生，促进青

少年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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