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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出现心理困扰或障碍的学生，
中小学老师常见困惑

1. 作为班主任，平时怎么判断学生是不是有心理问题？

2. 如果发现学生不对劲，怎么跟家长沟通，如何建议
家长带孩子就医？

3. 班上有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教师平时要注意什么？

4. 心理问题（比如抑郁）必须吃药才能好吗？



主要内容 C O N T E N T

3 建立家校社联动的支持系统 

2 如何与心理困扰学生工作

1 识别学生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信号



Part 01
识别学生可能存在
心理问题的信号



心理问题

发展性问题

 个体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心理困扰。

 发展性辅导重在帮
助个体提高心理素
质，健全人格，成
为适应现代社会需
要的合格个体。运
用教育心理学、发
展心理学、心理辅
导技术。

障碍性问题

 障碍性心理问题有
时候也称为“心理
障碍”、“心理疾
病”。

 障碍性辅导重在帮
助个体恢复社会功
能，运用变态心理
学、精神病学、心
理治疗技术。



    学生发展性问题分类

1. 学业问题

2. 品行习惯

3. 个性问题

4. 情绪问题

5. 自我意识

6. 人际关系

7. 特殊家庭

8. 生活适应

9. 生涯规划

10.危机干预



    障碍性问题要关注四个层面反应

l 烦躁、恐惧、愤怒、抑郁、焦虑等，情绪波动程度深、
持续时间久。

l 不明原因的疼痛、胸闷、心悸、食欲变化、睡眠障碍等。

l 注意力下降、健忘、思维混乱、消极观念等。

l 坐立不安、易激惹、吸烟、饮酒、哭泣、离职等。

情绪上

生理上

认知上

行为上

 以上四个层面相互关联，形成一个系统。



    学生障碍性问题分类

l 孤独症谱系障碍（自闭、阿斯伯格综合症）、抽动症
（秽语症）、感统失调、恐惧症（幽闭空间恐惧症、社
交恐惧症、学校恐惧症）、多动、刻板行为、智力发育
迟滞、学习技能障碍、网络成瘾、抑郁、精神分裂、焦
虑、强迫、人格障碍（偏执、反社会、表演）、物质滥
用（抽烟、酗酒、吸毒、药物滥用）等。



    举例：青少年过度焦虑的7个“信号”

1. 厌学或学习效率下降

2. 肌肉酸痛或头痛

3. 肠胃不适（肠易激惹）

4. 睡眠质量下降

5. 无法集中注意力

6. 拖延行为

7. 易发脾气



    举例：学生抑郁的信号和症状
1、悲伤或无望感 2、易激惹、愤怒或敌意

3、易哭泣或时常哭泣 4、与家人、朋友减少或停止交流

5、对参加活动失去兴趣 6、饮食或睡眠习惯的改变

7、无价值感和内疚感 8、缺乏热情和动力

9、注意力难以集中 10、无法解释的隐痛或疼痛

11、自伤 12、死亡或自杀的想法

l 此外，儿童青少年抑郁还常常伴有更多的躯体不适，如
频繁头痛或胃痛。深陷抑郁的青少年还可能尝试饮酒或
使用其他药物，从而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青少年与成年人的抑郁有何不同？

     下列症状在受抑郁症困扰的青少年中要比在成年人中更常见。

1. 易激惹或愤怒情绪。在抑郁青少年中，易激惹比悲伤情绪更为常见。

2. 无法解释的隐痛或疼痛。抑郁的青少年经常抱怨躯体的不适。如果彻底的
身体检查并没有发现医学诱因，这些隐痛和疼痛可能暗示着抑郁症。

3. 对于批评的极端敏感。抑郁的青少年被“无用感”所困扰，这让他们十分容
易因为被批评、拒绝和失败而感到受伤。

4. 与一部分人减少联络。成年人容易在抑郁的时候孤立自己，而青少年通常
会与一些朋友保持联络。然而，受抑郁症困扰的青少年有可能与以前相比
减少了自己的社交，远离他们的父母，或者开始与不同群体的人交往。

-  学生抑郁状态的识别 -



    青少年与成年人的抑郁有何不同？
-  学生抑郁状态的识别 -

5. 自伤。也称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NSSI
是指个体在无自杀意图的情况下直接、故意、反复地伤害其身体组
织且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包括割腕、划伤皮肤、咬、掐、用头撞
墙等形式。与正常青少年相比，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管理能力
较弱，且缺乏有效缓解压力的技巧，往往更倾向于采取消极过激的
方式来应对问题，从而导致自伤行为的发生。

此外，深陷抑郁的青少年还可能尝试饮酒或使用其他药物，从而让
自己感觉好一些。



Part 02
如何与心理困扰
学生工作



l关键词：识别、理解、关心、支持系统



    如何与心理困扰的学生进行工作

   第一，识别
l 发现学生情绪、行为反应等与以往相比变化较大时，要

有专业的敏感度。但是大多数班主任不具备专业鉴定水
平，可以委托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完成初步评估，同时也
要及时与家长进行沟通，做好家校配合。如果情况严重，
可建议家长带孩子进行专业的心理诊断。



示例：小学生多动症的识别与辅导



    多动症(ADHD)的历史命名演变



    有多少人有ADHD？

l 全球比较可靠的数据：5%

l 方法不同，数据不同。



    什么是ADHD？

l 多见于男孩

l 主要表现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

ü 学习行为表现差，学习困难

ü 极度需要关注

ü 不容易遵守规则

ü 静坐不能

ü 难以遵守秩序或者等待

ü 烦躁，喋喋不休，干扰他人

ü 不容易听话，容易冲动，因

而让父母生气



l 很多孩子没有被识别出有这类问题，而是被错当成调皮，不认

真的儿童，让孩子感觉很内疚，不开心，容易行为变坏。

l 有的孩子因此在未来适应社会方面会出现很多问题，影响性格

发育，人际自信、信任与亲密关系，甚至发展为品行问题。

l 因此，正确早期识别能避免上述情况发生，提供有效的帮助。



    我们能做些什么

l 改善注意力，提高学习兴趣
ü 游戏
ü 多感官学习

l 良好沟通方式
ü 指令清晰准确，简单，语气平静

ü 给予指令时，看着孩子说，并让
他复述，确认听明白了

ü 避免辱骂孩子

l 提供支持
ü 座位往前，靠近老师讲课桌
ü 座位周围同学比较认真，友好
ü 避免容易分心、太多刺激的环境

l 学业辅导
ü 孩子离开学校前确认其记下了作业
ü 允许孩子花费更多时间完成作业

l 强化任何微小的努力，提高自信
ü 及时表扬孩子完成任务的行为



    如何与心理困扰的学生进行工作

第二，理解
造成学生心理疾病的原因非常复杂

l 生理上的：表观遗传、青春期荷尔蒙、青少年的大脑、疾病的影响等。

l 个性上的：大五人格（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

l 环境上的：家庭、学校、社会



    如何与心理困扰的学生进行工作

如：抑郁的孩子，除了其家庭聚集性的影响外，多种原因导致疾病产生。    

l 大脑中某些递质减少会导致青少年情绪低落、失去活力。当学生上课发
呆、注意力不集中、无法按时完成作业等，并不是学生偷懒，可能是抑
郁导致的症状。

l 因此，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降低学业的要求。不要试图通过言语
让学生摆脱抑郁的症状，一味地劝他不要胡思乱想，这其实是在否定他
的感受。



因此，后疫情背景下，学生们在很多方面易出现问题：

l 网课期间的学习漏洞

l 学生出现更大分化

l 时间管理问题

l 学生网络过度使用

l 学习压力

l 亲子关系

l 同伴关系

l 师生关系

l 行为习惯

l 心理健康问题



    如何与心理困扰的学生进行工作

   第三，关心
l 来自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对于被心理问题困扰的学生

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给予他更多的鼓励，表达对他
的关心，让他看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在学生优势方
面给予其更多的表现机会，从而提升他们的自信。



    如何与心理困扰的学生进行工作

   第四，支持系统
l 我们要通过更多途径进行科普宣传、心理教育、建

立更完善的支持系统，帮助学生回归丰富多彩的校
园生活。



    三管齐下才能高效治疗学生心理问题

药物治疗 心理咨询 家庭辅导

做自己能做的那部分



Part 03
建立家校社联动
的支持系统 



几乎所有的心理问题
  都是“关系”问题！



l 无论是亲子冲突，还是师生冲突，或是夫妻冲突，

都暗含着我们被养育的方式、经历的过往、躯体

的记忆、甚至是创伤后的应激。

l 这些构成了我们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是本能

的、下意识的对这个世界的解读。



l 孩子往往是家庭问题的承载者和表达者。

l 所有的症状都有功能。

l 孩子往往用症状进行“维和”或“减压”。

  家庭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却影响着全部人生。



l 识别学生心理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养

育他的家庭。

l 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如同遗传密码一般，

刻进我们的人格、行为模式中。 



    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

l 良好的关系可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l 管教孩子的前提是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



    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l 如果学生的反应已经超出您的应对范围，可以考

虑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建议家长带孩子去

心理门诊及精神专科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与干预思路

学生

学校

社区家庭

学校层面

l 增强学生心理问题识别能力
l 加大学生心理保护因子建设
l 建立筛查转介机制 

社区层面

l 医院绿色通道
l 医校结合
l 校外其他资源

家庭层面

l 亲子沟通能力培养
l 家庭心理治疗
l 家庭资源整合



THANKS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让每个孩子快乐成长！
大 咖 零 距 离  尽 在 明 德 云

北京三十五中 董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