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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少年，抑郁症为何“找上门”
本报记者 钱冀敏 摄影报道

十几岁的中学生，却总说
“不想上学”“活着没意思”……
沧州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辅导
中心副主任李书迪说，每次碰到
这样的孩子，都会让她心痛。

青少年本处于充满活力、充
满希望的年纪，是什么样的原
因，让他们选择轻生？我们能否
做一些事情，避免这类悲剧发
生。

16 岁女生说
“我想死”

开学伊始，一个女孩走进了
学校心理咨询室，她声音不大但
很决然地对王梦老师说：“我想
死！”

听到这句话，已经做了 10
多年学校专职心理老师的王梦，
神经一下绷紧了。

这个女孩叫肖静，16岁，是
我市一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
生。

王梦没有慌张，她拉起肖静
的手让她坐下来慢慢说。肖静没
有说话，眼泪就流了下来。

过了许久，肖静终于平静下
来。王梦开始引导她说出自己的
故事。

肖静告诉王梦，她偷偷割手
腕了。王梦说，能给老师看看吗？
肖静犹豫了一会儿，撸起袖子。
王梦俯下身，在肖静旁边蹲下
来，看肖静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划
痕。那些划痕就像红色的蜘蛛
网。

肖静说，难受时，她就用小
刀在手臂上划。王梦说：“看到学
生自残，我很心疼，这类孩子大
多是敏感又懂事的，正因为这样
孩子才会这么痛苦。这种对自己
的攻击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
一种改变的动力。我要做的就是
不去评判她的行为，甚至不会主
动给出我主观的建议，而是倾
听、共情她的感受。”

肖静向王梦敞开了心扉。
她说，初中自己成绩优异，可上
高中后，成绩一落千丈，一直在
下游徘徊，她暗自使劲，但没有
什么改观，成绩还是很不理想。
她在班上不敢高声说话，不希
望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她觉得
所有人都看不起自己，她甚至
自己都讨厌自己……

肖静向老师敞开了心扉，得
到了老师的心理支持，她压抑的
情绪终于得到宣泄。接纳自己，
调整心态，合理预期，等待肖静
的就是积极的改变。

抑郁症找上
了青少年

2月7日是中小学开学第一
天，在沧州市人民医院心理门
诊，医生白树新接诊完一名男孩
已是中午12点半了。

这名男孩叫小程，今年 13
岁，是一名初一的学生。

小程的妈妈张女士一筹莫
展地说，小程很聪明，小学成绩
一直很优异。可是上初中后，小
程成绩下降，时不时地闹情绪。

家长和他不能提学习，一提学习
他就很烦躁、发脾气。一天，爸爸
发现小程偷偷玩手机，就打了他
一顿。从那之后，小程几乎不和
家人说话，一天只吃一顿饭。新
学期刚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去上
课，还说“活着真没意思，再让我
上学，我就去死！”

白树新是沧州市人民医院
精神康复科副主任，他告诉记
者，像小程这样出现心理问题的
学生并不少见。2月 7日开学第
一天，他就接诊了 4名有心理问
题的中学生患者。

白树新说，每逢开学和期
中、期末考试结束等时期是青
少年心理问题患者就诊的高
峰。有的学生一提上学就恐惧
焦虑，甚至出现一些躯体症状：
头疼、心慌、憋气等，不明所以
的家长就会带孩子前来就诊。
每年仅在他们医院因重度抑
郁住院治疗的青少年患者就有
200多位。

林芳家住运河区，她的儿
子今年读高二，生活优渥。随着
孩子渐渐长大，她现在感觉在孩
子面前说话轻不得重不得，每天
察言观色，不敢直接和孩子说应
该干什么，都是建议，就怕哪一
句话和孩子说得不投机引起不
愉快。

家有高中生，像林芳这样的
家长有很多。很多家长不解，小
时候他们被父母打骂，也没见谁
寻死觅活的。现如今物质条件好
了，孩子似乎更“脆弱”了？

白树新表示，不只是青少
年，所有人群都会在物质得到满
足后，开始精神追求。有的人期
望值过高，一旦无法达成就全盘
否定自己。孩子在得到物质满足
的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期许，
就像稻草落在孩子身上，一旦承
受不了，他们的人生似乎便全线
溃败。物质条件好导致孩子获得
需求时，往往不需要付出太多努
力，家长轻而易举就会满足他，
这让孩子的“获得感”不强。相
反，经过自身努力去获得一个东
西，心理状态会更好。

听懂孩子的求救

作为一名心理老师，王梦知
道，自己只有了解青少年心理问
题，才能给学生提供心理方面的
帮助。

在心理课上，王梦让同学们
匿名把自己的问题写在小纸条
上，然后对症下药。有不少同学
会写“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类
问题。

王梦说，青少年时期处于自
我同一性整合期，简单理解就是
个体把自己“众多的人格”统一
起来，形成比较稳定的人格。在
这个时期，个体在寻求自我的发
展中，要完成对自我的确认和对
有关自我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
思考和选择，因此青少年很容易
出现抑郁等心理问题。抑郁情绪
不等于抑郁症，可能只是某一阶
段的情绪问题。

王梦说，青少年做出极端行
为前，会有情绪低落期、求援窗
口期、绝望期和绝望之后的实施
期。作为老师，要在关键的求援
窗口期给学生提供心理的支持，
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的发生。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
国 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
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
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

抑郁检出率为 24.6%，其中重度
抑郁的检出率为 7.4%，检出率
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这一现
象亟须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视。

记者从沧州市青少年心理
咨询与辅导中心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青少年心理问题患者呈上
升趋势。去年，沧州市青少年心
理咨询与辅导中心接诊青少年
心理问题患者 6000 余人次，进
行定期咨询治疗的患者 2000余
人次。

据了解，去年 6 月，经由市
卫健委批准成立了“沧州市青少
年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并组
建了“沧州市青少年心理障碍防
治联盟”。沧州市青少年心理咨
询与辅导中心挂靠在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心理科。

沧州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
辅导中心副主任李书迪告诉记
者，向人们解释清楚“抑郁症是
一种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便是父母，有时也很难与孩子
共情。

李书迪说，她就碰到过一名
初中男生自己一个人来到沧州
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
经检测确诊抑郁症。后来，这名
男生告诉她，他把检测报告拿回
家给父亲看，说“我病了，能不能
请假先不去上学了”，却遭到父
亲一顿暴打。父亲认为他在编造
谎言，为自己不上学找借口。

沧州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
辅导中心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

家庭、学校、社会都要重视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帮助青少年摆
脱心理困扰，健康成长。

在工作中，李书迪碰到过很
多青少年心理问题患者。有的孩
子在抑郁时并不能准确表达自
己的情绪，他们会说“我觉得很
烦”“我不高兴”，至于为什么烦，
为什么不高兴，自己却说不清
楚。作为心理医生，她首先要帮
助他们“翻译”情绪，表达情绪，
其次才能对症治疗。

李书迪说，在孩子出现心理
问题时，家长要听懂孩子无声的

“求救”，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很多孩子会采取“自伤”方式宣
泄情绪，最常见的就是在手腕上
划出一道道伤痕，有的在桌子上
撞头、咬手指、用尖锐的东西刺
伤自己……当孩子已经很难向
别人诉说痛苦时，他们就会选择
伤害自己，伤口和疼痛会产生内
啡肽暂时缓解焦虑。

让孩子感受
到爱的滋养

采访中，所有的心理专家都
表示，孩子心理问题严重的，会
出现轻生。轻生表现为“三无症
状”：无望，没有希望的感觉；无
用，他认为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不
能扭转局面、出现转机；无尽，他
认为这一境况今后会持续，永不
停止。“三无症状”中只要出现一
个，尤其是“无望”，就容易让一
个人出现轻生念头。

面对脆弱敏感的有心理问
题的青春期孩子，家长能做些什
么呢？白树新给出三条建议：

1.耐下心来去听
此时孩子的情绪其实已经

很“满”了，家长的劝说孩子很可
能听不进去，倾听就显得格外重
要。孩子诉说的过程，本身也是
释放内心的过程。有些家长会对
孩子说“你再坚持坚持”，这类语
言都是评价性的，孩子听完可能
更绝望。比起给予建议和评价，
尊重孩子的想法，给予孩子陪
伴、倾听、接纳、共情更重要。

2.有效陪伴
如果家长不知道怎么处理，一

定要陪伴，让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
围之内。有效陪伴可以让孩子感
受到爱，在爱中慢慢得到滋养。

3.学会求助
除了倾听和陪伴，家长发现

孩子有轻生信号时，一定要带孩
子去找专业的医生求助。

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患者，
没有朋友，抑郁情绪得不到宣
泄。李书迪告诉记者，今年，沧州
市青少年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
将把一些青少年组织在一起疗
愈他们的心理问题，让他们感受
到自己并非异类，并不孤单，抱
团取暖。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
和关注，不要让孩子陷入独自面
对抑郁的境地，家庭、学校、社会
等方面都应该进行有效干预，避
免悲剧发生。

（文中涉及的家长和孩子均
为化名）

十几岁的孩子总说“活着没意思”；初中生哭着和妈妈说“不想上学了”；

柔弱的高中生拿小刀在手臂上狠狠划下一道道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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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沧县捷地乡政府东行300米
电话：0317-8556789、13831703999

活动期间前50名办理入住，终身享床位费0折（2010元起）！
颐养园是一家“医养结合”型为长者提供医疗、康复、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
化娱乐等全方位专业服务的养老机构。
服务对象：自理 失能 失智等长者。

托福颐养园
开年钜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