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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芳
又到了“神兽”回笼的时间，可是，许多孩子不愿回到课堂。专家表

示，青少年开学恐惧的现象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青少年患上抑郁症。
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蔡艳说，虽然说不上一号难

求，但就诊需求确实逐年增长，且首诊的病人明显增多。

每5个青少年就有1个被抑郁困扰

别让孩子活在“鱼缸”里

给孩子选择权 孩子能自
主选择的事情，比如上什么兴趣
班、阅读什么课外读物等，你给
他选择，就是给他信任，孩子往
往对自己的选择更有担当。

给孩子尝试权 孩子想尝
试的事情，如学跳舞、溜冰、参加
比赛、和朋友去露营……在保证
安全的情况下，都支持孩子试一
试。只有一次次试错，孩子才能
不断收获成长的力量。

给孩子决定权 当涉及孩
子文理选择，学什么专业，选择什
么样的恋爱对象……这些人生重
大问题的事情，更是只提供意见
而不干预，充分尊重孩子。

孩子只有经历过坎坷，才能
成长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不学了”经历了漫长的心路，“不活了”之前
也是有迹可循。

比如孩子经常无意识地啃咬指甲至出血、退
行，身体无意间会有很多不明原因的伤痕……不
明原因的受伤就是潜意识里自杀愿望的表达。

每一个想要自杀的人，都曾向这个世界发出
求救信号。当累积到孩子生命不能承受，他们会
被压垮。

很多人不能理解，只是手机被没收或者一次
考不好，为啥孩子就受不了了？

其实，是现在的孩子活动空间和时间太少，甚
至连学校的操场都不能随便使用。连基本的运动
都变成了考试，内驱力太少。你收的不是手
机，而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桥梁。

孩子和成人是两个世界，成人活在社
会价值系统，比如地位、薪水。而孩子活在
生命价值系统，比如得到多少爱、尊重、理
解、支持。

孩子抵御外界风雨的能力，取决于生命
价值系统的存储，当其不足以平衡外在的危险
和挫折，就会出现心理的动荡。这需要父母、
学校、社会当然主要是养育者给予孩子内在
足够的安全和温暖，而不是将目光放在成人
世界的评价系统中。

这不仅需要父母看清楚不学背后的拒
绝、不活背后的攻击，还要给予他们爱、尊重
与理解。

从出生那一刻，人一生的探索就开始了，学习
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进入小学，孩子成长的比拼正式拉开大幕，
起跑线的高低之争让父母们不得不尽责尽力，
严格控制孩子玩的时间，对各种课外辅导班格
外热衷，孩子的成绩和表现俨然成为了父母情
绪的晴雨表……

父母们的高焦虑和高期待转化成对孩子们的
高压、高控，这种弥漫性的焦虑也在很大程度上传
递给了孩子。

“厌学，抑郁的孩子背后往往有着严重焦虑甚
至抑郁的父母。”郑建明表示。

长期的焦虑和紧张，会出现情绪不好、人际
关 系 不 好、不 喜 欢 自 己 等 现 象 ，但 很 少 被 注
意。直到莫名抽搐、行为失常或明显的成绩下
降、厌学，进入到不能学，老师家长们才真的会
慌，且有所行动。

厌学拒学可能是孩子对家庭氛围的不满，对
自己的否定，是一种呐喊和反抗。

如果还不能引起父母的重视和改变，下一步
可能就是不活了。青少年群体，本身就敏感又脆
弱，所以一旦患上抑郁症，很容易迅速恶化。

《2020 抑郁症患者群体调查报告》显示，九
成抑郁症患者想过放弃生命，36.7%的患者曾实
施过，30.5%的人多次试行未遂。

北大的徐凯文教授曾针对“自杀危机学生父母
职业分布”进行过取样调查。结果显示，在自杀学生
群体中，父母职业前三名依次是教师、医护、公务员。

福州市晋安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郑建明，常年从事着未成年人的心
理健康辅导工作。每年她都要遇到很多厌学、沉迷
游戏的孩子。

“厌学背后，可能是挫败、逃避压力，可能是没
有朋友，绝大多数是家庭和学校教育出了问题。”郑
建明表示。

之所以是教师、医护和公务员，可能是由于父母过
于优秀，对孩子要求过高，这些孩子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郑建明曾遇到过一个高三的孩子，成绩为400多分
（总成绩为750分）。他的父母是“985”的高材生，对孩
子的成绩非常不满，就送他到培训机构进行1对1补
习。三个多月的时间，孩子的成绩从400多分提升到
600多分，可父母还是不满意，觉得考不上父母的母
校。谁也没想到，质检成绩出来的当天，孩子就选择
结束自己的生命。

宁德15岁女孩佳佳（化名）的妈妈近来正忙着
给孩子挂一个心理门诊的号。

从初二开始，以前优秀的佳佳似乎像换了个
人，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在半个月前就表示，不想去
上学。

讲道理、打、骂都试过了，可不仅效果不明
显，佳佳甚至还出现了半夜站在阳台一动不动几
小时、床上一躺就一天等情况，妈妈不得不想找
医生看看心理门诊。

“以前怎么都没想到，心理门诊也有挂不上号
的一天。”佳佳的妈妈感叹，她在福州的各大医院
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却发现，绝大多数知名专家，
特别是擅长看抑郁的专家，号都显示约满；一些私
人工作室的心理咨询师的号，排到了半年后。

“我们查阅去年门诊量，除了疫情暴发时期，平
均每个月门诊量都比之前同期增加100~200个号。”
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蔡艳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关于
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让家长揪心：24.6%的青少年抑
郁，相当于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被抑郁所困扰。

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2%，高出2009年0.4
个百分点；重度抑郁为7.4%，与2009年保持一致；其
中，女生抑郁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随 着 年 级 增 长 ，抑 郁 检 出 率 呈 现 上 升 趋
势。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
度抑郁检出率为 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
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检出率为 7.6%~8.6%。高
中阶段抑郁检出率接近四成，其中重度抑郁检出
率为 10.9%~12.5%。

记者观察

24.6%的青少年抑郁，重度抑郁为7.4%

“目前学校的教育还缺失了很
多，情绪管理、人际沟通、抗挫折抗
压、性教育等。”郑建明表示，不能指
望学校为孩子的一切买单，家庭才
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在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故
事。讲的是，鱼缸里的小鱼，每天都
得到精心的照料，可两年过去，小鱼
始终只有三寸长。直到有一天鱼缸
被打破，小鱼被放到了院子里的水
池中。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小鱼就
从三寸疯狂地长到了一尺。

这种打破鱼缸，让鱼儿更快、更
好 成 长 的 现 象 也 称 为“ 鱼 缸 法
则”。

小鱼需要自由的成长空间，孩
子亦是如此。一个被圈养于“鱼缸”
的孩子，他的世界被收窄到课桌的
方寸之间，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成
长之路自然变得尤为艰难。

“鱼缸”里养孩子，注定是一场
悲剧，哪怕是以爱之名。

心理门诊号难求，就诊需求逐年增长

老师、公务员和医生的孩子，压力更大

抑郁背后是焦虑的父母
厌学的背后可能是厌恶被逼着去学

让孩子活在生命价值体系中

停止无效的“管教”

打破“鱼缸”，
让孩子自主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