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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近
年成倍增长

小宇的情况不是个案，心理治
疗师、咨询师一号难求，求诊之路满
是荆棘，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普
遍现象。以我省为例，在治疗精神
心理疾病最集中的公立医院——福
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精神病院（福
州市第四医院）和厦门市仙岳医院，
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心理治疗、咨询
的预约号都已排到了半年后。

之所以出现这种供不应求的局
面，缘于近年来“问题孩子”数量的
成倍增长。

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 17 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
3000 万人正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
行为问题的困扰，其中，有30%的儿
童青少年出现过抑郁。

特别当孩子紧绷的学习状态撞
上疫情的助推，暴露出的心理问题
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业内普遍认
为，疫情这三年成了孩子心理问题

最高发的时点。
很多家长困惑，现在孩子的生

活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强多了，他们
衣食无忧，怎么动不动就想不开？

“孩子的生活条件是富足了，可
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很单一。”谈及
原因，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应
用心理学系教授、福州医学心理
咨询中心精神科医师和心理治疗
师林贤浩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如

今“内卷”的环境下，很多孩子的
生活只有学习。童年乐趣的消逝
让儿童失去了释放压力的渠道，
以至于自杀也呈现出低龄化趋
势。此外，隔代抚养、家庭婚姻关
系紧张等因素，也使得孩子在成
长过程出现心理偏差。

许多孩子被误诊和错诊
别看心理治疗一号难求，“问题

孩子”的就诊率却不高。许多家长并
不承认自己孩子患有精神心理疾病，
让他们带孩子去治疗更是件难事。

当然，也有些家长对心理治疗
效果心存疑问。“心理咨询费用贵、
周期长，更何况投入这么多，症状未
必能 100%改善。”福州王女士发现
孩子在小学阶段出现了一些学习障
碍，但不到十分严重的情况，她没有
打算带孩子去做心理治疗。

这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精神心理
问题的忽视。

突然间的学习困难、行为古怪、
抑郁、自言自语或是眨眼、耸肩、爱
说谎话、注意力不集中等，在不少家
长看来是孩子的小毛病、坏习惯。
殊不知，这些异常状况都是孩子的

“心理求助信号”。
由于大多数家长和非专科医生

都缺乏心理精神疾病知识，忽视了
这些异常行为，延误了治疗，还有的
则长年辗转于儿科、内科之间，得不
到合适的治疗。

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郑毅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披
露，儿童精神疾病较难以发现和诊
断，国际上估计只有 20%的“小病
号”得到了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我国

“问题孩子”被误诊和错诊的概率会
更高。

“很多家长直到发现孩子身上
的伤痕，发现他们的生活、学习等已
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发现死亡念头
正步步逼近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福州市第八中学心理教师谢
维兴说。

解锁心理问题治疗的正
确打开方式

“家长应当要找到心理问题治
疗的正确路径，而不是等出现严重
后果时才亡羊补牢。”福建医科大
学健康学院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
张书帏说，“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情
绪或行为障碍时，最好是先找精神
科医生，评估孩子的情况是病态问
题还是心理问题，如果精神科医生
约不上，再考虑找心理治疗师或咨
询师。”

张书帏告诉记者，目前心理卫
生工作者的身份有三种：精神科医
生、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

精神科医生主要负责“把脉问
诊”，工作重点以疾病诊断和确定
治疗或处理方案为主，他们有处方
权，可以给孩子药物治疗。由于普
通门诊的诊疗时间有限，给到每位
患者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分钟。

相比之下，心理治疗师和心理
咨询师主要负责“解开心结”，采用
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疏通患者情
绪和内心的困惑。给到每位患者
的治疗时间在 50~60 分钟，但收费
也相应更高。

这二者的差别在于，治疗师一
般在公立医疗机构工作，而咨询师
多存在于社会机构或学校，且咨询
师除了有“学院派”，也有些是“江
湖速成派”，水平的参差不齐让诊
疗的效果也存在差别。

（下转4版）

门诊排到半年后 有人每次花千元治疗

“问题儿童”为何求诊难
赵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小学阶段成绩还不错的女儿小宇（化名）步入青春期后，成绩一落千丈。对女儿的责备

不仅没有成为动力，反而成了无形的枷锁。母女矛盾加剧，终于有一天，小宇以跳楼相逼。
在妈妈的好言相劝下，小宇暂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这件事成为一个可能随时爆发的“雷”，埋在她的心底。

赵女士带着女儿奔波各医院、心理咨询室，但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学校也不敢让小宇复课。谈及这半年多的求诊经
历，赵女士身心俱疲。

“太难了，专科医院的号源一放出来就是秒光，你能想到吗？为了早点解决孩子的问题，我甚至找了国学大师、
拜了各路神仙。”赵女士一脸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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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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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频
发，甚至出现极端事件的新闻报道不
在少数。尽管部分学校开设家长课
堂来应对问题，但对于饱受孩子心理
问题困扰的家庭而言，这些帮助杯水
车薪。

愿意和记者交流的父母，谈及孩
子的问题，情绪如同开闸的洪水肆意
奔流。治疗孩子需要专业的知识，但
医学信息的鸿沟，常让普通人感到无
力。父母们的内心，其实也像孩子一
样，手足无措，只是他们别无退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时候，问
题的产生离不开成长环境，父母在外
求帮助的同时，或许还需更多思考自
身的改变。

采访中，心理工作者们叹个人力
量之渺小，也不断地传递给了记者，
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声音，传递给
决策者们，进行相关的改革，共同推

动难题解决、社会进步。“每天超载运
转，时有月咨询量100多小时，能帮
助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作两年
多，声音沙哑了不少”，当这篇文章通
过微信公号先期推送后，不少心理工
作者刷屏转发，并附上留言。

然而，不得不承认，当下心理专
业人才缺口巨大，培养人才、加强医
院精神心理学科建设，无法一蹴而
就。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成因复杂，
根源在家庭、学校的教育。“心病还需
心药医”，解开心病症结不能光靠心理
专家，家庭、学校、老师，乃至全社会都
应给予孩子更多的包容。孩子终归是
孩子，表面上装成刺猬一样全副武装，
其实内心脆弱无比。“良言一句三冬
暖”，用更平和的心态与孩子交流，给
予他们宽容的成长环境和足够的成长
时间，让他们感受到父母、老师的关
爱，更利于敲开孩子紧闭的心门。成
长之路长远，静待花开，而不是让悲剧
不断重演，这更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