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专家细说学习那些事儿———

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张馨月

当前，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如果孩子厌学、拒学，甚至逃学、休学、退学，家长的无奈
与痛苦可想而知。

那些厌学、拒学、逃学、休学、退学的孩子，他们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市中心医
院精神心理门诊副主任医师席海龙结合典型案例，详细总结个中原因，并为家长和老
师提供科学、合理的应对办法。

青春期困境
席海龙介绍， 青少年时

期是出现拒学现象最多的一
个阶段。对青少年来说，青春
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发展阶
段，体内荷尔蒙的变化，第二
性征的发育， 会让青少年在
生理层面感到不舒服， 进而
在心理层面出现波动或改
变。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往
往会因为关于自我的概念是
什么、 如何看待自己等问题
而茫然无措， 在与他人互动
的过程中， 他们会对他人的
回应过于敏感， 或者缺乏足
够的自信等。

面对这一切的青少年，
如果处于无处可诉、 无人可
说， 或者自我感觉很多话说
不清楚的境况中， 那么他们
就会选择“说不清楚就不说
了”的自我封闭，慢慢演变成
“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让
自己陷入非常压抑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和
老师要充分表达对孩子的关
心和理解， 给予孩子更多的
倾听、陪伴和肯定。只要家长
和老师能够持续给予孩子期
盼的理解和关爱， 大部分孩
子最终会走出阴霾。

学业压力
学业困难诱发青少年厌

学、拒学行为，比较常见的有
两种情况： 一是在学习的过
程中， 不是学习本身出了问
题， 而是孩子通过学习表达
某种情绪。 这些孩子深陷学
习压力之中， 感觉自己在焦
虑、 紧张中所付出的诸多努
力没有被家长和老师看到、
认可， 更没有获得家长和老
师的回应、支持,久而久之，
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价值，
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首
先要找到背后的原因， 然后
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心理

辅导或者心理修复。”席海龙
介绍说。

“另外一种情况，是孩子
的学习能力出现问题。”席海
龙说，有些孩子，无论怎么努
力，学习成绩就是上不去，这
可能是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
有问题， 也可能是某些器质
性异常的原因。 对于这样的
孩子， 需要在排除器质性因
素的基础上， 为他们提供有
效的学习帮助，比如，帮助他
们科学、 合理地制定学习计
划， 帮助他们有针对性地取
长补短， 对他们的学习提供
辅导等。

校园欺凌或暴力行为
临床上的不完全统计显

示，厌学、拒学的孩子，近一
半经历过被欺凌的遭遇。

席海龙说， 欺凌会给孩
子的身心带来非常严重的创
伤。被欺凌后，孩子会对关系
失去信任， 甚至会对这个世
界失去信任。 这些信任感的
丧失， 关乎孩子对自我内在
安全感和存在感的体验和获

得。 欺凌的性质和恶劣程度
有很多种情况，其中，暴力行
为是最恶劣的， 对身体和心
理直接的攻击、侵害或羞辱。

此外， 还有一些比较隐
性的欺凌，比如被忽视、被排
挤等，“不理我”“不跟我好”
“不跟我在一起”等关系上的
欺凌， 往往也会成为孩子厌
学、拒学的诱发因素。

师生关系与同学关系
在师生关系中，有

些孩子觉得自己没有遇
到能够在学业上循循善
诱的老师； 有些孩子遇
到老师稍显严厉的点拨
或者批评， 就会感觉这
是很重的责备和否定。

另外， 青少年时期
的同学、同伴，在孩子身
心各方面的成长和发展
中具有重要意义， 是孩
子在这个特殊时期获得
情绪宣泄、情感慰藉，建
构“自我同一性”的重要

途径。由于种种原因，有
些孩子在学校里没有得
到同学的接纳， 没有交
到朋友， 这可能会让他
们因为孤独或自尊受损
等不良体验，退回家庭，
寻找温暖。

高敏感的人格特质
厌学、 拒学的青少

年， 有一部分具有过于
敏感的人格特质， 也就
是说， 他们能够非常敏
感地体会到别人的感
受、别人对他的期待，或
者说别人想要他们做些
什么。

高敏感的人格特
质， 会让孩子对人际关

系、周围环境、他人对自
己的看法等特别敏锐。
这样的孩子， 一旦意识
到周围的人和环境对他
们“不友善”，或者让他
们感觉到有很大的压
力，就会非常不舒服。 比
如，虽然别人没有明说，
但是他们认为别人对他
们有期待或者需求在那

里， 而他们又没有办法
完成这个期待或者需
求，他们就会压力很大。

席海龙提醒， 高敏
感的人格特质是诱发孩
子厌学、 拒学的重要因
素之一。 发现孩子有异
常表现后， 一定要高度
重视，早干预、早治疗，
真正解开孩子的心结。

家庭层面可能因素
个人层面的原因会

成为青少年厌学、 拒学
的诱发因素， 而在家庭
层面， 一些特殊情况往
往会成为青少年厌学、
拒学的易感因素。比如，
家庭环境中， 不安全的
依恋关系；儿时的虐待、
忽略等； 家庭冲突或者
父母的婚姻纠纷。 经济
困难、发生重大变故、亲
人患有重病等家庭中的
孩子， 在遇到现实或心
理困境时， 往往比较容
易出现厌学、拒学行为。

席海龙提醒，和谐、
稳定的家庭环境， 能够
帮助孩子获得更多的安
全感。 随着孩子逐渐长
大， 父母应当及时调整
亲子沟通方式。 在与青
春期的孩子交流时，父

母要给予孩子更多的耐
心和尊重。

“如果孩子已经出
现心理问题， 家长要积
极寻找资源， 帮助孩子
尽快摆脱心理困境。 ”席
海龙说， 孩子厌学、拒
学，是对不愉快、不满意
甚至敌对环境的正常回
避反应。 尽管有着共同
的影响因素， 但对于每
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尤为
重要。

对于家长来说，对
待厌学、拒学的孩子，不
能将之视为“一个待解
决的问题”。孩子不是一
个问题，而是一个人。我
们必须弄清孩子厌学、
拒学背后的情感需求是
什么， 包括家长的情感

需求是什么， 把作为
“人” 的那部分还给孩
子。当孩子对学校、学业
出现厌烦、抵触、抗拒的
情绪时， 家长要第一时
间带孩子到专业的精神
科心理门诊就诊， 由专
业人员对孩子进行全面
的精神活动、 心理健康
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各
种因素评估， 分析背后
的原因， 结合系统的心
理访谈、 心理干预等综
合手段， 帮助孩子走出
困境。这个过程，不仅给
予孩子科学、 合理的医
学帮助， 也是家长学习
的好时机，只有医生、家
长、孩子共同努力，才能
取得良好治疗效果，让
孩子开开心心返回校园
继续学习。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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