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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中学生张明来说，等
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
决。

高一上学期，张明的成绩是
全班第 3名。一直以来，他就是
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之一，也是
最听话的孩子。老师喜欢他，爸
爸妈妈也以他为骄傲。

张明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
发生了什么。他害怕考试，害怕
考不进前三名，这种怕给他带来
的紧张和压力让他喘不过气来。
他试图向父母倾诉，都只换来劝
慰和鼓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
的压力早已经超越了能够承受
的极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
折磨。

不想上学

张明所在的中学，一周一小
测，一个月一大测，逢测必排名。
而且这次考试比上次考试前进
几名或后退几名都标注得清清
楚楚。

每逢考试，张明就紧张得心
跳加速、头晕，脑袋里只有一个
念头：千万别被别的同学超过
去。考完试，他丝毫也没有放松
的感觉，经常会半夜醒来，想着
是不是有道题做错了？

说出那句“不想上学”，是张
明最艰难的决定。他准备了好几
天，才告诉父母，他很怕考试，这
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他记得
父母坐在自己的对面，他们哄着
自己说：“你是学生，你的任务就
是学习。”

自己的班主任也被父母请
了过来，在老师的威严面前，
除了点头，张明做不出其他动
作。班主任一条一条地列出他
上学的必要性，背后隐藏着一
个不可更改的答案：张明必须
上学。

“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
习的问题，他们只在乎学习。”张
明说。他们都觉得他是学习压力
大，或者理解为他的压力比其他
人都大，但他们不懂，其实他根
本就是在深渊里。

第二天早上，张明走出房
门，在沙发上静静地坐着。父母
远远看着他，不敢吭声，似乎在
等待他的决定。

一瞬间，这个 16 岁的男孩
大哭着跑回房间，又从房间里走
出来，告诉父母：“我上学去。”之
后，他穿着拖鞋冲出家里，爬上
六楼楼道的窗台上，就要往下
跳。

妈妈死死抓住儿子，语无伦
次地喊道：“妈妈同意你不上学
了，你不愿意上就不上吧。”

张明的爸爸冷眼站在一边，
大声地吼张明妈妈：“他就是吓
唬人，你让他跳。”

一直到后来，爸爸都没能理
解，人家学习不好的孩子都没出
问题，自己儿子学习成绩一直非
常好，咋就厌学了呢？

来自家人的压力

张明的妈妈刘艳记得，高一
开学不久，儿子几次在家里大

哭，说心里烦得很。可每次发泄
完压力，他又会默默地拿起书
本，成绩从未下滑过。这让刘艳
觉得很心疼，想方设法带他下馆
子，看电影，打游戏。

可张明说，很多压力就是来
自妈妈。

他随口说出一段回忆：有一
年期末考试结束后，妈妈带着他
去姥姥家玩。妈妈刷朋友圈的时
候，看到别的家长在晒孩子的考
试成绩。妈妈以为他没考进前三
名，在姥姥家里突然发火，当着
人踢他：为什么这次没进前三
名？

其实，他考了一个很优异的
成绩，两千人中，他也在前几名。

妈 妈 经 常 在 朋 友 面 前 炫
耀：“我儿子学习从不用大人操
心，成绩好着呢。”张明说，妈妈
经常和他说，他要学习不好，妈
妈就没脸见人。他学习就是为了
妈妈，从来没有感觉到学习带来
的快乐。

不想活了

刘艳反复回忆的“那一天”，
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她手机
上的电话。老师说，张明在学校
身体不舒服，让她赶紧来接儿
子。

听到这句话时，刘艳正在
开车，她把车停在了路边。从脚
尖到手指，她突然不能动了。一
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
来。

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两周，
张明几次在家里哭闹，说活着没
有意思。

他们去了本市一家精神咨
询诊所。走廊里，张明妈妈呆呆
地坐着，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
儿子的哭泣声，并且说，他不想
活了。

咨询师建议他们到精神专
科医院就诊。

那天晚上，张明被医院确诊

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他住院
治疗。当时，张明的父母已经震
惊得没了感觉。他们不了解什么
是“重度抑郁”，更无法接受孩
子得了精神疾病。孩子如果住
院，耽误学习不说，在他们看
来，住过精神病院，会成为孩子
一生的污点。“天都塌了”，刘艳
不断重复着这几个字。

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
解里，封闭，远离人群，病只会越
来越重，何况还有最重要的是耽
误学习。如果耽误了高考，孩子
上不了大学，一生就毁了。最后，
他们给孩子拿了几盒治疗抑郁
症的药，带着儿子回家休息了两
周，随后返校。

他们以为，在药物和同学
陪 伴 的 帮 助 下 ，儿 子 会 好 起
来。

没想到，刚返校一周，儿子
在宿舍里要自杀，幸被同学及时
发现。

刘艳见到儿子呆呆地坐在
老师身边的那一刻，她就明白
了，儿子说“不想活了”是真的。

敲不开门

陪伴儿子的日子里，刘艳
一直想不明白，从小懂事听话
的儿子，从小学就成绩名列前
茅的儿子，怎么突然就成了这
样？

张明休学后，每天把自己关
在房间里，看上去毫无生气。从
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来找他，他
也不搭理。

刘艳病急乱投医，正好有个
亲戚竟离谱地说“要不要试试做
一场法事”，她竟然也就同意了。
那时候她精神状态也很差，就找
了一个给自己看病的理由，带儿
子一起去。快到做法事的地方
时，张明妈妈才委婉地跟儿子说
了，没想到儿子打开车门就跳下
了车，朝着来时的方向猛跑。

刘艳好不容易才追上儿子。
张明的情绪骤然爆发，大喊大
叫。

那天之后，张明对父母没了

信任，他把自己卧室的门关上将
近一年，任凭刘艳和丈夫说什么
都再也不理。

儿子不上学以后，刘艳这么
形容她的感受：天都塌了。儿子
在家的第一个月，她一直盯着班
级群大小消息，包括哪个孩子被
老师提醒穿校服，她都记得。

张明父亲通常把所有怒气
压缩成嘲讽。自己同事经常打
孩 子 ，人 家 孩 子 都 没 出 现 问
题，为什么张明就会出现问题
呢？

今年，刘艳也被确诊患有
心理疾病。医生建议她住院治
疗一段时间。她拿了药，却没住
院。

张明爸爸一直不肯接受儿
子生病的事实，刘艳不放心把儿
子留给丈夫照顾。

每天，刘艳回家做好饭，端
到客厅，又躲到自己的房间。不
多时，张明悄悄出来，把饭端回
自己房间，客厅里永远一片寂
静。

心理专家：
家长应成为孩子的伙伴

近日，记者从沧州市几家医
院的心理门诊了解到，近几年，
青少年抑郁症人群呈上升趋势。
因为不堪抑郁折磨而选择自残、
自杀的情况也屡屡发生。

沧州市人民医院心理门诊
主任李秀梅说，导致青少年抑
郁的原因很多，家庭因素是不
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
家长只知道满足孩子物质方面
的需求，却忽略了对孩子精神
需求的给予，导致学生心理脆
弱，不能和家长、老师、同学正
常沟通，经不起挫折和打击。一
旦遇到问题，就容易诱发心理
疾病。

平时的生活中，家长应该
转变教育观念，不要只关注孩
子的成绩，也要关注孩子的心
灵成长，不要成为孩子学习的
监工，而是要做孩子信赖的成
长伙伴。

孩子出了问题，家长是第
一责任人，应该及时观察，勤于
反思、勇于改正，将教育重心转
向注重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善
良的品性、良好的习惯和达观的
生活态度上。尤其是对于学习成
绩优秀的孩子，要经常为之松
绑，鼓励孩子全面发展，而不是
持续在学业上加压。

李秀梅认为，孩子的心理问
题并非一日之寒，往往是多种不
良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孩
子种种不符合常理行为的背
后，也与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
育方式有关。有的学校过分追
求学生成绩，而忽视了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指导。有的教师对
学生的成绩过分关注，有的甚
至唯分数论，让有些学生失去
对学习的兴趣。学校在加强学
生学习管理的同时，也应加强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其正
确看待挫折与失败，以培养学
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突然说“不想上学”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除了吃饭、上厕所，从不出屋门，拒绝和父母沟通，拒绝和小伙伴交流——

躲在房间里的孩子
本报记者 杨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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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浮阳大道文化艺术中心对面门市一套，两
层共计230平方米，租金15万元/年，可面议。
电话：13833998968（前租户是狮城百姓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