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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脑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任
叶海森介绍，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呈
现低龄化发展趋势，儿童、青少年焦
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凸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
《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报告》对3万多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
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参加调查的
青少年中有 14.8%存在不同程度的
抑郁风险，需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
调整。

“家长一旦怀疑儿童、青少年出现
心理问题，要高度重视，尽早带孩子到
正规医院诊治。”长沙市中心医院心理
治疗门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伟
说，一些家长仅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容
易忽视孩子的心理异常表现，需要了
解相关的精神卫生知识，早干预、早治
疗，才能打开孩子“心结”，治好他们的

“心病”。

“不少有心理问题的孩子会有行为
异常的表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
神病学科专家高雪屏提醒，家长发现孩
子出现不良情绪或异常行为时，需要及
时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观察孩子与老
师、同学的沟通交流是否顺畅，孩子的
情绪是否稳定。如果孩子出现反常行
为、异常行为持续两周以上，应向老师
寻求帮助，同时到医院进行评估。

叶海森分析，养育方式粗暴、家庭
气氛压抑、亲子关系紧张等都可能加剧
儿童、青少年患上抑郁症的风险。一些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家庭中长期
感受到被苛责、忽视，感受不到关爱，导
致抑郁情绪得不到排解。

叶海森接诊过不少患上抑郁症的
儿童、青少年，他们对很多事情失去兴
趣，容易出现学习焦虑、多愁善感、自卑
孤独、任性偏激、自控能力差、情绪不稳
定等问题，不愿与家长、老师沟通，甚至
会与家人发生对抗和冲突。

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往往
与他们生活环境有关，而他们的心理
康复，同样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的
有效配合。

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周绍明建
议，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需要多措并
举，完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建立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多向联
动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以呵护青少
年健康成长。

赵伟建议，父母多陪伴孩子，为孩
子创造轻松、舒适、和谐的家庭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不要过多苛责孩
子，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家长应
对孩子的成长与表现给予理解、鼓励
和支持。

叶海森建议，要为学生进一步减
负，增加体育课、心理教育课，不让孩
子超负荷用脑，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
时间，真正做到劳逸结合。 新华社

早干预、早治疗，
孩子“心结”才能打开

孩子心理问题
常有行为异常的“先兆” 建立多向联动的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李燕）近日，为庆
祝少先队建队日，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以
红领巾为荣，努力学习、乐于助人，市第
六小学大队部举行庆祝中国少年先锋
队建队74周年新队员入队仪式，又有
96名小同学加入光荣的少先队。

为响应上级号召，该校对新队员实
行了分批入队，激励新队员好好表现，
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入队
前校大队辅导员、二年级各中队辅导员
对新队员进行了入队前教育，教授新队
员少先队知识，使新队员达到“六知、六
会、一做”的基本入队标准。仪式中，即
将入队的小同学们齐唱队歌，歌声嘹
亮，激情澎湃，队旗、红领巾格外鲜艳。
在活动中，由五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
佩戴红领巾（如图），全体新入队的同学
在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在庄严
的队旗下，高高地举起右手大声宣誓：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整个入队仪式规范且隆重，洋溢着青春
的气息与活力。

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们纷纷表示，将
时刻以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少先队组织中历练，为胸前的红领巾
增光，要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
不断提高自己，努力做到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

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这段时间，由于工作需要，和一
位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交流了有关孩子
的家庭教育问题。家庭教育涉及很多
方面，家长要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独
特性与重要性，找到“正确打开方式”，
为孩子创造健康成长的环境。

家庭教育应注重循序渐进、因材
施教。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的成长规
律和速度，作为家长，不能揠苗助长。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
己的花期，也有自己天赋和特长，作为
父母,应当善于发现子女的特长，因材
施教。让孩子感受到学习是一件开心
的事，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家庭教育应帮助孩子树立坚定的
信念。家长需要树立一种长远的教育
观、人生观，一步一个脚印，有所侧重
地跟踪指导、持续助力、持之以恒，让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坚定的信念和明
确的方向。

学知识不是唯一的目的，教育需
要“活”化。孩子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
段的任务，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
样态，而最终的育人目标是实现孩子
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管理”。学知识
只是媒介和途径，其最终目的是培养
一个完整的社会人。未来会有许多的
不确定性和艰难挑战，需要孩子自己
去面对和解决，因此，培养孩子，一定
要注重综合素养的提升，为未来的发
展奠定基础，让孩子具备未来社会人
需要的品质和修养。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需要优质、和
谐、协同的家庭教育，需要更多人做家
庭教育积极的“行动派”，在行动中要
注重几个方面：

一是日常的作业以完成为主，尤
其是一年级新生，建议暂不增加新的
学科学习任务。别让孩子觉得学习是

一件不开心的事情，或获取知识是靠
“机械的记忆”和“重复的抄写”得来
的。个人认为，没完没了的学科作业，
并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良药。

二是要善于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青少年对社会和事物的认知尚处于懵
懂的成长过程中，寓教于乐是家庭教
育的一种重要方法。比如家长可以多
抽时间，陪孩子一起下棋、画画、做手
工、进行体育运动、共同阅读绘本等，
发现孩子的兴趣，持续锻炼孩子的专
注力和持久力，从而提升孩子的自
信，也能更有效地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三是多倾听孩子的分享。每天抽
时间与孩子聊天，多启发和倾听他们
分享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既锻炼了孩
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反思能力，又可
以从侧面了解其在学校的表现和情
况，增进孩子对父母的信任度，同时
为家长后续与老师的沟通交流储备

“资源”。
四是主动与老师进行高效交流沟

通。平时可以多向老师咨询孩子在学
校的情况，掌握孩子的动态；也可以多
向老师反映孩子在家的表现，增加老
师对孩子的了解，促进家校合作，让教
育同向前行。

五是给孩子足够的选择空间。这
有助于锻炼孩子自己规划事情的能
力，家长可以以监督、鼓励为主，允许
出错，必要时还要给予适当的帮忙和
陪伴，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注，也收
获了自主学习的快乐和规划生活的能
力，状态越来越好。

总之，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作为
父母，我们得多观察、多思考、多学习，
基于自己孩子的特点、遵循他们成长
的规律，循循善诱、春风化雨，给予孩
子最大的支持，成就他们未来的幸福
人生。

——市第六小学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74周年新队员入队仪式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精神卫生专家这样提示

今年第3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促进儿童心理

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精神卫生专家指出，由于儿童、

青少年身心发展不成熟，在面临学业压力等问题时，容易出

现心理问题。家庭、学校、社会要形成合力，呵护青少年儿

童的心理健康。

{ }

家校同向而行
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市区一所中学专设的心理咨询室市区一所中学专设的心理咨询室，，老师在向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老师在向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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