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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的小飞不想上学了。父母
百思不得其解，孩子明明学习很好，
为什么说不想上学就不上学了？是
父母做了什么让他不满意，还是孩子
交到了坏朋友？

带着这些疑问，父母带小飞来到
聊城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寻求心理
咨询师的帮助，希望心理咨询师能劝
小飞回学校上学。

自春季学期开学以来，有关青少
年心理问题的咨询占据了聊城市心
理健康服务中心咨询师很大一部分
的工作内容。孩子们怎么了？只是
不爱学习吗？该如何守护孩子心灵
的阳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
采访。

厌学，只是心理问题的表象

遇到孩子不爱上学的问题，大多
数家长只是急着把孩子赶快送回学
校，但仅仅将孩子送回学校就解决问
题了吗？

咨询师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
长看来，孩子休学是想偷懒、想玩
耍。实际上，孩子的内心可能是痛苦
的，休学只是心理问题的表象，背后
有着多种原因。

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成绩要求较
高，或者孩子对自己的要求高，过大
的学习压力让孩子无所适从，就有可

能厌学；有的孩子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与同学、老师的关系，同样表现为厌
学；有的孩子遭遇了家庭变故，情绪
产生了波动，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
排解；还有的孩子因父母关系出现问
题，而试图通过“不上学”来吸引父母
的关注，转移父母的矛盾焦点。

也有一些孩子可能已经处在抑
郁情绪中，只是父母没发现他们的问
题。咨询师岳文静接待过一名12岁
的来访者，孩子向父母表达了休学的
想法，但父母觉得孩子是在用休学威
胁大人，完全不同意。但实际上，孩
子已经出现了自残行为，胳膊上的伤
痕或深或浅，如果不及时干预，孩子
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自伤行为。可家
长还抱着“孩子长大就会体谅大人、
热爱学习”的想法——这可能只是家
长的一厢情愿。如果不解决厌学背
后的根本问题，孩子的问题可能从简
单的情绪问题演变成心理疾病，甚至
需要住院治疗。

生活中的问题也会影响学习

“他能有什么压力？学生的任务
不就是学习？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
的条件，他为什么不珍惜？”不止一位
家长在面对孩子厌学问题时，都只看
到了问题，而忽视了孩子本身。

其实，孩子作为一个个体，不仅
身体上在发育，心智也在成长，也需
要处理生活中带来的各种冲击。尤

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内心敏
感，自主性逐渐增强，对自己的定位
尚不明确，心理上容易受挫折，再加
上学业、人际关系等问题，孩子就会
急躁、易怒。

此时，如果家长依然用对待幼儿
的方式对待青少年，或者只是说教、
责骂孩子，就容易引发亲子冲突；如
果家长只是关注孩子的学习，不注重
引导孩子做人处事、认识世界，对孩
子成长也是不利的。

“这些年，孩子们的睡眠、运动时
间越来越少了。”从事20多年心理咨
询工作的咨询师马瑞鸿注意到，很多
厌学的孩子睡眠时长也不够，有些因
厌学就诊的初高中生可能在小学高
年级时就已出现睡眠问题了。因为
无法得到充足的休息，孩子大脑功能
失衡、情绪低落，无法顺利完成学习
任务。而孩子缺少运动，一方面影响
睡眠、身体健康和专注力，另一方面
则会造成孩子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
只好通过其他途径，如沉迷网络、手
机游戏，甚至浏览黄色网站进行发
泄，最终走上了邪路。

孩子渴望得到大人的肯定

为什么孩子愿意跟陌生的咨询
师敞开心扉，却不愿意跟朝夕相处的
父母交流？

“因为父母跟孩子的交流态度、
方式都是有问题的，想改变孩子，首
先得想办法说孩子想听的话。”该中
心副主任、贾春红点出了问题的关
键，很多父母习惯于把孩子放到对立
面，跟孩子说话时带有情绪，不愿意
倾听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咨询
师则会把孩子当成平等的人，倾听孩
子的内心，肯定他们的想法，孩子感
受到尊重后，自然愿意敞开心扉。

咨询者小刚，14岁时被父母从北
京送到聊城的亲戚家借宿读书，因为
初到陌生环境又没有朋友，再加上与
父母关系一般，小刚变得非常内向，
整个人沉默寡言，抵触上学。贾春红
从他喜欢的话题开了头。小刚很喜
欢鬼神话题，他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
爱好，贾春红明白小刚能从对鬼神的
恐惧中获得暂时的放松，便引导他说
下去。这样的交流让小刚对贾春红
产生了信任。

后来，小刚喜欢上了同班一个女
生，并为这段感情付出很多，可他一
想到对方不如他付出得多，就又想

摆脱这段感情。小刚将自己的困惑
与贾春红分享，有时尽管贾春红不
说什么，他也会感到痛苦得到了释
放。

“你就是我一个特别值得信任的
朋友，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小刚曾
给贾春红发来这样一条短信，他坦言
如果没有咨询师的帮助，自己无法顺
利走过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更不会
考上大学。

有的孩子有改变的想法，却不知
道从何做起，也无法从家长那里获得
有效的建议与指导。咨询师作为专
业人士能起到不一样的作用。贾春
红会通过问题，引导孩子了解自己内
心的真实想法，帮助孩子明确目标，
确定下一步的行为。咨询师“推一
把”的力量引导孩子前行了一步。

孩子有“病”，家长也得吃“药”

孩子的问题，根源并不一定都在
孩子身上，家长的改变是解决问题的
关键。

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开通的几
部心理援助热线经常能接到孩子主
动求助的电话。有的孩子表示自己

“不想活了”，咨询师会尝试询问其家
长的电话，叮嘱家长注意孩子的情
绪，可有时孩子会说“跟他们说也没
用”，这让咨询师也很无奈。“我们期
待家长看到孩子真正的需要。”贾春
红说，家长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孩子
的情绪和要求，甚至在孩子提出“想
去找咨询师聊一聊”后，害怕孩子被
人戴上“精神病”的帽子，拒绝带孩子
就诊；也有的家长带孩子咨询了一两
次，因为未能达到让孩子回到学校的
目的，就不愿意再来。

“我们怎么做家长，跟我们自己
如何被对待有很大关系。”贾春红说，
目前这一代父母上学时面临的外界
诱惑较少，靠学习改变命运的氛围相
对浓厚，所以更倾向于认为只有学习
才有出路。而现在的社会更加多样
化，父母与孩子所处的环境都更加复
杂，父母在与孩子相处时，难免有些
急功近利，孩子出现厌学问题后，只
想着赶快解决。

为了帮助家长解答在家庭教育
方面的困惑，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多
年来持续举行家长沙龙，并通过媒体
进行科普，教给家长如何做好家长，
帮助孩子拥有健康阳光的心灵。

青少年心理咨询量上升，问题聚焦“厌学”

每个不想上学的孩子，都应该被“看见”

■ 鞠圣娇

采访中，咨询师们分享了一个个
真实的案例。案例中，那些挣扎的孩
子和焦急的父母让人印象深刻，更让
人感叹，做家长也是一门学问。

有人说，父母是这世上门槛最低
的职业，但这份职业很特殊，因为它
所塑造的“产品”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她）会长大，会有自己的喜怒哀
乐，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如果父

母不能随着孩子的进步而进步，不仅
无法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更无
法教育孩子。

孩子呱呱坠地之时，我们也会思
索如何带好孩子。为什么孩子长大
了，我们就不愿意学习了？所以，父
母一定要学习怎样做家长，这不仅包
括如何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更包括
如何引导孩子适应集体生活、度过青
春期、找到人生定位。

跟孩子沟通交流也是一门学

问。有些话语，尽管出发点是好的，
但听上去就是那么刺耳，让本来就
处在内心冲突和矛盾中的孩子
更受刺激。所以家长要学会
用合适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
爱。

此外，家长也要学会
接纳自己，学会处理自己
的情绪，学会热爱生活，尽
可能做一个平和的人，这
样的言传身教才能培
养 出 积 极 乐 观 的 孩
子。

做家长也是一门学问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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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右一）通过沙盘了解来访者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