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帅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近年
在多次演讲中指出，北大新生
中存在“空心病”现象，超三成
新生厌恶学习，超四成认为自
己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
辑活下去而已，人生没有意义。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
展报告（2021—2022）》显示，
重点院校和本科学生抑郁焦
虑风险较高。

“空心病”是一个比较形
象的说法，可姑且称为“价值
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空心

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
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很容
易发展到自杀结果。过去“空
心病”多发生于大学阶段，但
当前已呈现年龄下降的趋势，
正在流传蔓延。

寒假已到来，父母应关注
孩子迷茫。

记者观察
空心病压垮迷茫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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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快感缺乏，但症
状表现并不十分严重和突出，外表与常人无
异。

·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对生活目的
感到迷茫。

·人际关系良好，但往往出于维系良好自
我形象的动机而努力，感到疲惫。

·对生物治疗不敏感或无效，如药物和电
休克治疗。

·自杀意念强烈，不是因现实困难和挫折
而产生，寻求快速无痛苦的结束方式。

·问题持续时间较长，可能从初中或更早
开始出现，并曾尝试自杀。

·传统心理治疗方法效果不佳，不是通过
解决负性认知、原生家庭问题或早期创伤来
治愈的。

寒假来临，减轻孩子的压力，首先要处理
家长的焦虑。临床发现，家长往往比孩子更
加焦虑。家长将焦虑传递给孩子，成为孩子
出现问题的重要根源。

◆不应该做的
不要将自己的焦虑和压力转嫁给孩子。
不要让孩子陷入夫妻关系的纷争中，应

自己解决分歧，避免孩子成为“夹心饼干”。
除了提供物质支持外，不要忽视对孩子

的关爱。
不过度保护、宠溺孩子，应适度培养其

独立性和规则意识。
成绩不应作为评判孩子的唯一标准，应

关注其全面发展。

◆应该做的
给予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不要完全为

他们“包办”一切；让孩子有时间、空间去自
我完善和发展，并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这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
并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与孩子共情，倾听、接纳并认同他们的需
求，同时引导他们进一步表达自己的需求。

加强孩子与真实世界的联结，而不只是
“外出旅游”这么简单，增强他们对生活和生
命的感知能力，以消除无意义和无价值感的
感觉，包括对世界的认知、对未来的思考、对
人生的思考等。

陈敏榕建议，如果您的孩子存在类似的
心理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学习和
生活，应前往相关的心理科室就诊，并积极
配合专业医生的治疗。

最近，成绩优异却隐藏着
巨大内心波澜的福州高中生
小昂（化名），引起了福建省福
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
的关注。

小昂，一个从小被家长和
老师称赞的“好孩子”：听话、懂
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未让
父母操过心。光鲜亮丽的标签
背后，隐藏着一个挣扎的灵魂。

在心理门诊期间，小昂的
情绪展现出极大的波动，一边
述说，一边哭泣，甚至突然发
笑，让人不禁为他的内心世界
感到震惊。

这个“完美无缺”的少年，
自述近一年来，心情一直处于
低谷，认为自己的出生是个错
误，生活毫无意义，甚至产生
了轻生的念头。

他又恐惧，如果自己真的
这么做，家人会因此痛苦不

堪。他对未来充满疑虑，感觉
前途渺茫，没有方向。整个人
的精神状态似乎陷入了一种
消极的循环中，找不到前进的
动力和意义。

本报健康大使、福建省福

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
陈敏榕表示，在临床中，小昂
情况并非个例。

这些孩子从小就被教育
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却没
有人告诉他们这样努力的最终
意义。没人告诉他们，除了努
力，人生还有什么其他值得追
寻的价值。这样的后果，便是
培养了一批成绩优秀，看似博
学的“空心病”孩子。这颗心里
面装的是家人和社会的期待，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
想要什么，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
着，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存
在的价值。这种感觉就像漂浮
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
依无靠，无法找到前进的方向。

患“空心病”孩子，平日体
验最多的情绪是空虚、困惑和
无动力感，更容易在遭遇学业
挫折时产生厌学情绪和行为。

陈敏榕认为，高期望和单
一化的外部环境是导致“空心
病”的主要因素。在功利的应
试教育体系下，学生被过分强
调分数和成绩，使他们成为缺
乏独立思考和内心世界的“考
试机器”。这种环境下，学生
被剥夺了多元发展的机会，仅
仅以分数来衡量他们的价值
和意义。

以北京大学为例，如果仅
仅是学习成绩好，北大学生群
体会将这些学生视为“小镇做
题家”，并不认可他们为特别
优秀的人，更不可能作为北大
学生的代表。

虽然没有贬低之意，但这
些学生的画像通常是：高中时
期通过刷题取得优异成绩，进
入大学后仍然坚持这一模式，
将 70%的时间用于学习，20%
用于参与较少的社团活动，剩
余10%用于谈恋爱。这样的同
学不会被推崇，因为他们缺乏

创新意识。学习成绩好只是
高中阶段成功的原因，或者说
是能够被北大录取的原因。
然而，真正进入北大后，他们
会发现自己离社会更近了一
步。如果只会做题，仍然沿用
过去的套路去寻求成功，最终
将难以很好地适应这个社会。

在这些人中，大部分在进
入大学之前，不用真正为自己
做决策，只需在一个规定的道
路上埋头向前拱。他们从未
真正思考自己的内心需求。

当他们进入大学，遇到挫
折时，采取一贯的应对方式
——盲目地寻求自救，未深入
思考问题的根源。

此外，过度依赖现代科技
如电脑和手机等虚拟环境，可
能 导 致 孩 子 与 现 实 世 界 脱
节。当他们无法在生活中找
到自己的意义和归属感时，孤
独感和排斥感就会滋生，进一
步加剧内心的空虚。

对自我的怀疑、焦虑以及
对生活意义的迷茫也是“空心
病”的根源之一。当孩子过度
依赖外界的评价，尤其是学习
成绩作为自我价值的唯一标
准时，他们可能会迷失真正的
自我。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追
求的并非真正想要的东西时，
可能会感到迷茫和失落，导致
内心的空洞和精神的贫瘠。

“空心病”的高发群体，是
刚进入大学校园的青少年。
在大学环境中，评判标准多元
化，不再以成绩为唯一标准。
这使得那些长期追求高分的
青少年在面临自我价值感的
缺失时可能会出现无法适应
的情况。尽管他们可能获得
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但是如果
只把眼睛盯在学习名次上用
高中的心态来刻舟求剑，当切
换到一个新环境时，他们可能
就找不到那把过去让自己非
常自豪的“剑”，无法从中感受
到真正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导
致内心深处的空虚和无助。

“完美无缺”少年的背后 隐藏着一颗“空心”

“空心病”源于多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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