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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儿童青少年心
理问题辅导的北京茶壶心
理工作室创始人尹建民建
议，家长在与孩子交流的
过程中，首先，应多听孩子
说，自己则尽量少说。“不
要急于发表意见和评判，
而是多倾听孩子的讲述。”

其次，家长应当换位
思考，对孩子的遭遇、心理
状态表达感同身受，让孩
子明白自己是可以获得家
长理解和帮助的。

第三，面对孩子的困
扰，家长应当带动孩子一
起开展头脑风暴，引导孩
子思考和探寻解决困难的
多种方法，让孩子知道面
对困难有很多种选择，而
不是伤害自己这一种选
择，同时这还可以培养孩
子的多元思维能力，提高
孩子的自主解决问题能力
和抗挫折能力。

尹建民建议，孩子出
现以下情况，家长应多加
关注：

■突然出现小动作
如果孩子在写作业或

做事情的过程中有很多手
部小动作，比如啃手、咬指
甲、吃铅笔头、抖腿等，家
长可能会觉得，这是孩子
一种无意识习惯，但实际
上，这表明孩子存在压力，
可能在学习或人际关系方
面发生了一些问题。

■有事没事吼两嗓
孩子的脾气变得烦

躁，情绪不稳定，有事没事
就吼两声，或者出现摔门、
扔东西等行为，家长需要
加以关注，孩子可能内心
充满压力，用这些行为宣
泄压力。

■突然问奇怪的问题
如果孩子突然问“人

活着有什么意思”“学习好
累真难受”类似的问题，家
长应多关注孩子的变化，
他们可能正在遭遇挫折。
例如，学习成绩突然下降、
在学校得不到老师和同学
的重视、某些单纯的愿望
得不到满足等等。

据《北京晚报》

【表现1】性情突变
品学兼优的儿子
突然“冷冰冰”

从小，儿子小刚（化名）
就是赵女士的骄傲，不但门
门功课成绩优异，钢琴考过
了十级，刚上初中就被选为
了班长。但最近，赵女士发
现，儿子似乎对任何事都提
不起兴趣，放学回家也总是
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躲，多一
句话都不愿意和家长说。偷
偷翻看儿子的作文后，赵女
士似乎发现了些端倪。“渴望
自由”“为什么我没有周末”

“为什么每个周末都要上那
么多的课”……作文本里，满
满充斥着孩子的负面情绪。

的确，为了保持住好成
绩，从小学开始，儿子的周末
就被各式各样的课外培训班
塞得满满当当。即使课后回
家，也不得闲，不光要完成校
内校外的各种作业，还要每天
保证一到两小时不等的练琴
时间。玩，对于孩子来说早已
是奢侈的梦想。

“儿子，我想跟你聊聊，你
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妈妈说
说。”赵女士主动找儿子谈心。
聊了一会儿，孩子似乎从最初
的冷漠和不耐烦，渐渐变得话

多起来。“我想养条狗。”儿子
提出了要求。“那你要努力学
习啊，如果期末考试所有科目
都考满分的话，爸爸妈妈就可
以考虑买一条小狗送给你。”
看着终于愿意向自己敞开心
扉的儿子，赵女士满心欢喜地
说。“那算了。”孩子的心门再
次紧紧关闭，一下子又变回了
过去冷冷的态度。

赵女士还想再继续努力
尝试着和儿子交流，但无论自
己说什么，儿子都不再答话。
最终，孩子不耐烦地把妈妈

“请”出了房门，并说：“以后不
想再和你们聊了，我说了跟没
说有什么区别？”

【表现2】生气易怒
姐弟之间的“争风吃醋”

“你是姐姐，让着点儿弟
弟。”“弟弟小，不懂事，你这么
大了难道也不懂事吗？”……
郑先生很头疼，已经上初中的
女儿，每天却在和4岁的弟弟
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
打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还会

“争风吃醋”。
说起来，女儿也是一肚子

委屈。自己辛辛苦苦写好的
科学实验报告，一扭脸的工
夫，就被弟弟拿着彩笔画得面

目全非。气头上，姐姐忍不住
一把拽过弟弟，开始揍起屁股
来。弟弟的哭声引来了家里
的老人。看到姐姐正把弟弟
按在地上一顿揍，老人急了，
上去就给了姐姐一巴掌。

“你们为什么都偏向弟
弟？明明是他欺负我，你们为
什么不批评他，反而还要打
我。”姐姐崩溃得大哭起来。

一时间，家里大的哭，小
的嚎，吵成了一锅粥。每天生
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郑先生
十分无奈，老人偏袒孙子，重
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很难
让老人转变思想。郑先生平
时只能要求女儿尽量做到尊
老爱幼，但女儿脾气倔，死活
不肯让着弟弟，家里每天打打
闹闹，不得安宁。“不知道该怎
么跟女儿沟通，真是头疼。”

【表现3】自我伤害
女儿手上
突然多了几道伤痕

最近，小丽（化名）的母亲
王女士意外发现女儿的手腕
上有几道伤痕，觉得有些
异样。

一开始，女儿只是说自己
不小心划伤的，在王女士一再
追问下，女儿才袒露真相，原

来是自己用刀片割的。王女
士不得不带着孩子求助心理
医生。

原来，小丽的自残行为都
源于家庭环境的暴力。小丽
今年上初二，从小父母的关系
就不太融洽，父亲动不动就爱
打人骂人。“几乎每天我都能
听到他骂我妈，而且用的词儿
都是最难听的。”小丽告诉心
理咨询师，她自己也经常受到
父亲的打骂，有时候仅仅因为
一个特别小的事儿没做好，都
会招来父亲劈头盖脸一顿
臭骂。

王女士因为长年忍受不
了丈夫的打骂，选择了离婚，
但两人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
完整的家庭，依然住在一起，
这导致暴力的家庭氛围持续
影响着小丽。心理咨询师认
为，对于小丽来说，只有用利
器伤害自己的身体，才能释
放和缓解这种来自家里的压
力。一开始，她只是轻轻地
用坚硬的物体划自己的手
腕，家长很难发现，“要是发
现了，我就说是自己不小心
碰伤的。”久而久之，轻轻地
划手腕已经缓解不了她内心
的焦虑感和压力，只有越划
越重，直到出血受伤，才被母
亲发现。

多倾听孩子的讲述
一起探寻解决困难的方法

孩子心里有事你知道吗？

以前成绩门门优秀，现在却突然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曾经对父母无
话不谈，现在却总把父母拒之门外；乖巧听话的孩子，手腕上却突然多了几
道伤痕……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呈上升发展趋势。记者近日采访
北京多家青少年心理咨询机构发现，有的机构的咨询量在一年内翻了一倍
还多，其中咨询青少年抑郁方面问题的家长数量明显增多。青少年情绪不
稳较为常见，自残甚至自杀悲剧时有出现。

为何青少年的心理越来越脆弱？孩子们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引起家长
和老师们的注意？

■ 支招

孩子这些细节
需要家长多关注

情绪和压力难释放导致孩子心理脆弱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心理

那么脆弱，甚至有的孩子会有
抑郁倾向？孩子进入青春期
后为何会叛逆，不爱和家长交
流沟通？

对此，北京市青少年法
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
宗春山表示，孩子和同伴之
间、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嬉戏
玩耍、沟通交流，其实是自身
情绪和压力宣泄的一个重要
释放口。尤其是孩子进入青
春期后，逐渐走向社会，和同
学、同伴之间关系的分量甚
至会渐渐超越与父母之间的
关系。但现在很多初高中年

纪的孩子，本身自己是独生
子女，家中没有陪伴一起长大
的兄弟姐妹；平时升学压力
大，课后也没有可以亲密接
触、共同玩耍的伙伴。在这种
情况下，孩子的情绪和压力
难以得到释放。

除了社会造成的压力外，
一些家长还会人为向孩子施
压，忽略孩子正常的心理需
求。宗春山举例说，比如孩子
没有考好，回家之后哭了。哭
是孩子宣泄情绪的一种正常
表现，但如果这时家长不去宽
慰，反而呵斥一顿。孩子无法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支持，渐

渐就会不愿与家长沟通，彼此
之间最终产生隔阂。

家庭是个亲密的地方。
青春期后，一些孩子开始不好
意思和家长进行肢体接触。
有的孩子选择早恋，在外面寻
找安慰。因此，对于父母来
说，一方面要和孩子加强亲密
的肢体接触；另一方面，必须
随时敏锐感受孩子情绪的变
化，与孩子进行有效的互动。
不能仅仅关注孩子是否吃饱
穿暖、成绩好不好，而要在孩
子进入青春期后，更加关注孩
子的心理需求。

“就拿早恋来说，孩子拥

有了爱别人的能力，家长应该
首先祝贺孩子长大了。这时，
不要指责，不要评价，不要强
行拆散，而是要和孩子开诚布
公大方谈爱，引导孩子正确和
异性接触。”

另外，想要解决二胎家
庭的纷争，家长“一碗水端
平”最重要。宗春山表示，家
长不能忽略老大的情绪感
受，不能什么事都让老大让
着老二。家长要教会弟弟妹
妹尊重哥哥姐姐，放手让哥
哥姐姐更多参与到弟弟妹妹
的照顾中，避免老大对二胎
产生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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