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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题：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与辅导

授课专家：董艳菊

授课时间：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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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提高站位
拓宽思维

格
局
视
野

立足本岗
专业精深

学校发展

中层管理

班级建设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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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

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分为名家引领、名师示范和名校云访三

大模块。其中，“名家引领”通识类课程共 88节（包含明德云学堂 2022-2023

年度课程 50节、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 38节）；“名师示范”

即专业类课程，共 37节（包含小学示范课 15节、初中 13节、高中 9节）。

名家

引领

提升格局开阔视野

名师

示范

小学

9科

最新示范课

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评课解读

班主任队伍建设 专题讲座

教学教研能力提升

初中

13科

学科教学实践

青年教师培训 单元教学

心理教育专题 作业设计

教师职称评定

高中

9科

复习策略

家长教育 科学备考

学生教育 高考志愿填报

名校

云访

校园文化线上参观 明德云将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中学及大学开

展名校云访，带领学员在线深入全国知名学

校参访学习，汲取名校经验、借鉴名校模式、

形成名校视野。

中小学办学特色

中小学线上听课、教研

大学专业介绍及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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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北京三十五中董艳菊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DBT学组委员

 北京市西城区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带头人

董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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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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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8

█ 课程大纲

一、识别学生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信号

（一）发展性问题

（二）障碍性问题

（三）青少年与成年人的抑郁有何不同

1. 易激惹或愤怒情绪

2. 无法解释的隐痛或疼痛

3. 对于批评的极端敏感

4. 与一部分人减少联络

5. 非自杀性自伤

二、如何与心理困扰学生工作

（一）识别

（二）理解

（三）关心

（四）支持系统

三、建立家校社联动的支持系统

（一）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

（二）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三）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与干预思路

1. 家庭层面

2. 学校层面

3. 社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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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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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董艳菊：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与辅导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识别学生

的心理问题，并且识别出来之后应该做一些怎样的辅导。

说到学生的心理问题，我想给各位老师提以下几个问题，看一看我们老师是

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困惑。

第一个问题是作为班主任，平时怎么判断学生是不是有心理问题？第二个问

题，如果发现有学生不对劲了，怎么跟家长沟通，如何建议家长带孩子就医？第

三个问题，如果班上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老师平时要注意些什么？第四个问题，

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比如抑郁症，那他一定得吃药才能好吗？我不知道这些问题

是不是在班主任老师日常生活中会困扰您，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带着这些

问题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如果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困惑该如何应对。

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跟大家谈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识别学生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一些信号，如果这个孩子有心理问题

了，作为班主任或者是学科老师，作为非专业心理工作者，我们应该怎样去识别

出来这些信号？第二个是怎样跟这些有心理困扰的学生进行工作？作为老师哪

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还有遇到这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我们该如何去寻求

帮助等等。第三个问题是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当中，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家校社

联动的支持系统，作为班主任、作为学科老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这样

的一个系统中又能做些什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识别学生

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信号。

心理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作为心理工作者，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划分。

心理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我们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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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发展性的问题，也有人把它称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困扰。这种心

理困扰可能会出现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比如青春期，孩子会

有身体的发育，以及对性方面的敏感和困扰。还有一些孩子，在小升初、初升高

的转折点，会出现一些不适应，这是孩子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正常的困扰。

还有一类叫做障碍性问题，我们可以把障碍性的问题界定为心理障碍，或者

叫做心理的疾病。这一部分问题我们就需要运用到非常专业的心理咨询知识，甚

至是医院精神科的大夫才能够去帮我们解决。

无论是发展性问题还是障碍性问题，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会遇到，

尤其是发展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或者个体没有很好地去应对的话，就有可能转

化为障碍性的问题。提到了学生发展性的问题，我们就来给大家罗列一下都有哪

些问题是学生的发展性问题？比如学业问题，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学业的

难度会不断增加，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识字困难、阅读障碍的问题，还有一些小

孩可能会出现运算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学业问题。

还有品行习惯，有些孩子可能会在跟同学在一块相处的时候，打人或者是说

脏话、迟到、顶嘴。还有个性问题，比如在孩子的人格的构成中，因为孩子的成

长的过程是他的个性逐渐形成的过程，比如他是不是特别内向，是不是感觉自己

特别孤僻等，还有更常见的就是情绪的困扰问题，遇到压力事件感觉自己没考好，

遇到挫折感觉不开心，这些都是情绪的问题。

还有自我意识，就是他喜不喜欢自己，他怎么看待自己，他觉得周围人喜欢

他吗？这是自我意识。还有人际关系，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人

际关系都是他成长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议题。甚至有人认为，孩子有没有朋友、

有什么样的朋友、别人怎么看他，这些事比他学习好坏还要重要。因此人际关系

是学生发展性问题当中特别重要的一大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特殊家庭的孩子

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有一些孩子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还有一些更特殊的，

比如服刑人员的子女，甚至是丧亲家庭的子女。还有生活适应，比如家里出现一

些意外或者孩子转学，这些问题都需要他去调试自己，这属于生活适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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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生涯规划，尤其是在我们各地的中高考改革的状况下，孩子在中学的时

候就需要去了解职业世界，甚至需要进行选科的决策，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也要

面对的，我们把它统称为生涯规划的议题。还有一类叫做危机干预，有的人可能

想问，危机不是障碍性问题吗，都出现危机了，他怎么还放到了发展性问题这一

类里呢？因为危机发生以后，不同个体会有不同反应，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事看

起来可能是非常危急的，但是他能够应对，他可能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以上这十个问题都可以被列入发展性的问题当中。但是今天我们要聚焦于老

师们更加困扰学生的障碍性问题。无论是发展性问题还是障碍性问题，可能各位

老师都会遇到，都会有学生需要您在这些问题上对他有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聚焦的点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特别难以处理的，困扰我们

很多老师的这些比较严重的障碍性问题，我们怎样能够通过一些信号识别出来，

然后在教育教学当中帮到他们？说到障碍性问题的识别，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分

内容，在另外的一个专题就是教师如何去关注自己的健康，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在那一部分里我们也有提到过，在这我想再跟大家温习一下。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如果学生出现了情绪障碍一定会有一些信号，首先在情

绪上，你就要关注这个孩子是不是会无缘无故地哭，他是不是经常发生人际冲突，

易暴躁。是不是有些事情大家都不在意，他却一下子就发火了。这些都是情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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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如果一个孩子情绪波动的幅度特别大，持续的时间特别久，那作为老师

我们就要小心了。

另外，如果这个孩子经常请假，经常说浑身疼，这种不明原因的疼痛，让他

去医院去检查身体，医生给他的诊断里提到说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心理评估中

把这些没有原因的疼痛归类为心理问题。还有胸闷、心悸，如果孩子睡眠出现障

碍，浅眠、失眠，甚至是经常做噩梦，这都是生理上的信号。还有一些孩子经常

拉肚子，焦虑的问题中就有一个明显病症的叫肠易激综合征，它是生理上的，我

们也把它称为情绪问题的躯体化。除了生理上，作为老师如果在工作当中经常有

孩子跟你请假，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了。

在课堂中，老师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认知上的问题。比如孩子上课的时候注意

力不集中、作业无法完成，甚至你感觉他上课的时候老趴在桌子上，然后在朋友

圈或者在平时聊天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消极观念，甚至会说还不如死了好，活着

没意思，压力太大了。这些都是认知层面的信号。

还有些特别明显的信号是在行为上的。比如孩子可能除了青春期的这种逆反、

躁动的影响之外，还经常跟别人打架，或动不动就哭，或者你已经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孩子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就给我们发出了特别多的信号。

以上这四个方面，在一个孩子身上可能只是出现某一个方面。有一些小孩可

能就是以哭为主，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孩子一直在哭、动不动就哭，然后也没有

什么原因，这就是在情绪上表现比较突出的类型。但是可能有些孩子在很多个层

面上或在这四个层面上都有反应。以上就是我们跟各位老师提的，如果有学生在

日常教育教学中，让您看到了以上这些信号，那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孩子可能有一

些情绪或者是心理上的困扰了。

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谈一谈学生的障碍性问题，也就是现在老师们特别担心的

问题，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孩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到医院检查，医生开具的

诊断报告上写的是抑郁状态或者是焦虑状态，甚至还有我们看不太懂的双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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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然后还打了个问号，这些我们都把它称为障碍性问题。

学生障碍性问题特别多，种类也特别繁杂，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先跟大家罗列

一下。首先对于低年龄的学生来讲，PPT 中用白色标记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低

龄孩子会出现的问题。阿斯伯格综合征是用蓝色字体表示的，它在小学高年级和

中学生当中都会有。橙色字体大部分是中学阶段，孩子会经常出现的情况。

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阿斯伯格综合征。阿斯伯格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没怎么听说过的心理问题，大家听得更多的都是抑郁、焦虑。实际上，你会发现

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这类孩子学习可能还不差，尤其是在理科方面，可能还会

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比如做题速度快、对数字特别敏感、记忆力特别强。但是这

一类孩子在语言表达上可能有一些问题，经常表现为行为刻板。比如说了这一节

课是体育为什么要改，你跟他讲：“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请假了，然后就我们改到

明天上了。”孩子就会说：“不行，你说了今天就得今天。”各位老师会发现这

样的孩子就比较刻板、认“死道理”。除了行为刻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

比如他在人际交往当中，不太能够理解复杂的人的表情。换句话说，就是这孩子

看不明白人家脸色，人家都不高兴了他可能还是在那里自言自语之类的。

患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在我们的教学中也会给老师带来困扰，比如他会不

太懂规矩，他的行为和情绪的表达往往跟年龄不符，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一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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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等。

除了阿斯伯格综合征之外，现在低年龄的孩子比较常见的障碍性问题，还有

孤独症普及障碍，也就是大家说得比较多的自闭症等；还有无法控制的面部肌肉

的抖动、感统失调、恐惧，包括多动、智力发育迟滞、学习障碍等。

为什么很多低年龄的孩子会患这些病症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一部分

孩子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入普通中学就读。因此精神分裂、网络成瘾、物质滥用，

这些比较严重的障碍性问题，往往在中学的孩子才会有。

那么这么多的青少年问题，我们怎样一个个识别呢？作为老师，甚至是学校

的专职的心理老师，很多障碍性问题我们都无法进行诊断。因为《中国精神卫生

法》规定，只有具备资质的精神科大夫才能做评估和诊断。作为老师我们可能发

现这个孩子行为异常，但他又没有去医院做过诊断，这个时候就真的需要老师在

教育教学中，通过自己的学习，至少能够发现、识别一些信号，然后建议孩子的

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去做相关诊断。

举两个例子，因为一些情绪困扰或者障碍性问题在大家工作当中比较常见，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少年的焦虑，很多老师可能对

焦虑并不是特别地担心，因为我们经常听说抑郁的孩子容易自杀。但是焦虑和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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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往往会相伴而生的，并不是单纯的焦虑或单纯的抑郁，

焦虑的孩子往往会有 7个信号，我们在工作当中可以去关注一下。

比如焦虑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学习效率的下降，因为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一个

焦虑的状态。焦虑就是他感受到周围有风险，他会肌肉紧绷，保持一个高度的交

感神经被唤醒的状态，消耗太多的资源和精力，因此他在学习这方面就可能表现

为学习效率下降，甚至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还有可能会肌肉酸痛，因为

他焦虑，他就得处于一个战斗的状态，身体要紧绷，因此他经常会告诉你头疼或

者是肌肉酸痛。

焦虑在青少年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表现，叫做肠易激惹综合征，总是肚

子不舒服，它跟肠炎、肠胃炎不一样，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没有查出器质性病

变，但是他又经常肠胃不适。其实这是焦虑的一种表现，包含他的睡眠不好、上

课注意力不能集中，甚至有拖延行为、容易发脾气等，这些都是焦虑的信号。

可能有的老师听到这之后会说，天哪，这个好像班上有好多孩子都会这样，

厌学、容易发脾气、拖延、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如果这个孩子他之前不这样，或

者说之前没这么严重，但他这段时间出现了上述问题，甚至有这个超出同龄人的

这样的程度，就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各位老师特别担心的学生抑郁，什么样的孩子才

会给我们这样一些信号，需要我们去关注了呢？我们给大家列出来了 12条，不

一一地去给大家读了。但是在这 12条里，特别重要的一些里最明显的就是悲伤

或者是无望感。当一个孩子，你看他经常在那儿，低着头一个人独自地去做一些

事情，不愿意跟别人交往，特别明显的表现就是哭，默默地流泪或者是经常哭。

对于发生一个事，别人还没怎么样，他就会哭。还有就是对参加活动失去了兴趣，

比如说学校的唱歌比赛、运动会，他都不愿意去参加。

还有就是易激惹。说到易激惹，我想特别强调一点。青少年的抑郁跟成年人

特别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很可能是以情绪的易激惹为首发症状的。给大家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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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有一个班主任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自己班上有一个小孩，某天收作

业有五本没交，于是就问谁没交。然后他刚好走到那个孩子的跟前，随口就问了

一句：“你交了吗？”结果这个孩子“啪”地一下拍桌子就站了起来，大声地吼：

“你凭什么就针对我？你为什么只问我一个人？你这是不公正的待遇！”然后这

个老师就特别纳闷，他都被吓到了，无法理解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怒火。我

们想跟各位老师提醒，青少年的抑郁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一直不出声或者一

直悲伤。恰恰相反，很多青少年抑郁的首发症状是易激惹，就是特别容易愤怒。

另外，如果有抑郁问题的孩子，可能也经常会报告自己有不明原因的疼痛。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就是自伤，很多抑郁的孩子会出现自残行为。心理学上

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非自杀性的自伤，这就提醒我们的老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如

果你走到这个小孩跟前看他写的字，然后跟他交流的时候，发现他手腕上或者手

背上有一些不明的伤痕、划痕，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可能这个孩子会有一些情

绪的障碍。

当然也有一些孩子的自伤并不是大家理解的去拿刀片划自己，还有一些孩子

的问题可能表现为自己去抠自己，甚至会有一些孩子出现药物滥用的情况。当然

还有一条是老师最担心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出现了想要自杀的想法，

甚至他会在朋友圈里发表一些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的言论，一旦发现了这样的言

论，我们老师一定要去高度关注。

除了以上这些，有一些孩子还可能会尝试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可能有一

些青少年会喝酒、抽烟，因为这些刺激才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包括自伤、自

残也一样的。因为抑郁的孩子会有一种麻木感。焦虑是过度被唤醒，而抑郁是他

自己神经状态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因此他会有麻木感，为了感觉自己还活着，

他就会划伤自己。好多老师会问他不疼吗？而他恰恰是用这种疼来让自己感觉到

自己还活着。因此当看到这些自伤的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完不成作业时，

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孩子学习态度不端正了，然后就批评他甚至惩罚他。

如果这个孩子他本来就处于一个抑郁的状态，他需要周围的支持系统帮助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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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他可能还要服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老师可能心是好的，是为了让这个

孩子能够进入到好的学习状态，但是可能无意中，把这个孩子往更严重的方向又

推了一把。

我们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对比青少年跟成年人的抑郁的不同。

第一点就是易激惹或者是愤怒的情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强调了，在

抑郁的青少年当中易激惹就是容易愤怒，这种状况比悲伤更为常见。第二点就是

无法解释的隐痛或者是疼痛。如果一个孩子回家经常跟自己的家长抱怨，或者说

经常跟老师说我这疼那疼，其实就有抑郁的可能性。

第三点就是对批评的极端的敏感，因为处于抑郁状态的人会有一种自我价值

感的降低，因为好多人让他出去晒晒太阳、出去玩会儿，但是他做不到。关于抑

郁的原因成因真的特别的复杂，抑郁的这一部分孩子，他大脑的神经递质可能都

会发生紊乱，为什么医院在确诊孩子是抑郁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用药，就是为

了用药物帮助他去调整这些神经递质的量。因此我们就要理解，这些孩子本身就

处于一个情绪的下行的通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一些我们看起来的小事、稍微的

一点批评他都会认为自己不好，自己做不到，自己是被拒绝的、是不被欢迎的。

还有是跟一部分人减少联络，我们会发现成年人抑郁可能是跟很多人都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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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了，但是青少年有个特点，他们还会保留一部分朋友跟自己取得联系，这一点

是跟成年人不太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的自伤，自伤现在已经引

起了特别多的成年人的关注，包括家长、老师。自伤的原因也非常的复杂，有一

些孩子我们不排除他是在效仿别人的可能，也有一些孩子被理解成要引起别人的

关注。自伤其实是他在用这个伤口来求助，伤口其实就是在向我们伸出的求援的

手。因此无论他是哪一种原因的自伤，老师和家长都要引起关注。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识别了这些信号，那我们作为跟孩子们天

天相处的老师就需要有所作为，需要帮助他们。无论是自伤，还是他趴在桌子上

不好好听课，他完不成作业，我们都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孩子是青春期的逆

反，我们要多一个视角尝试理解一下，他是不是遇到了情绪的困扰，他是不是出

现了心理的问题。

发现了这些以上的症状以后，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呢？如何与这些有心理困

扰的孩子进行工作？我们给大家四个关键词：识别、理解、关心以及支持系统。

下面就一个一个地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第一个关键词是识别，这个词对于我们各位老师来讲可能要求有点高，但是

我想在我们恢复了线下授课以后，很多老师反映这些孩子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网络成瘾的多了，自伤的多了，打架的也多了。实际上疫情这三年对孩子的情绪

的影响不会立刻消失，甚至疫情的余波可能会在接下来的 10年到 20年里，都

对学生产生影响。大家想想看，孩子们线上上课那么长时间，他在屏幕前，是没

有人际交往的。而在青春期阶段，孩子需要完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自我

同一性的形成。什么是自我同一性？就是他得判断我是谁，别人喜欢自己吗，别

人怎么看自己，这一定是要在人际交往当中才能完成的。但是在家里家长管得特

别严，孩子可能会跟家长发生很多冲突。我们会发现返校回来恢复线下授课以后，

很多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退步了，需要老师在接下来的教学中，一点一点地去帮

助他们恢复交往的能力，甚至帮助他们恢复良好的情绪状态。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地要把失去的三年时间补回来，增大学习的力度，甚至把体育课、春游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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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是非常不利的。恰恰相反，我们可能要组织更多的学生团

体活动，多带学生接触大自然，让他们恢复人际交往能力，恢复情绪。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识别，发现那些情绪或者是行为反应跟以前不太一样

的孩子，然后要有专业的敏感度。我们作为班主任也好，学科老师也好，当你发

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地跟学校的心理老师取得联系，

如果学校没有心理老师，可以跟家长及时沟通，问一问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在这

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师特别为难，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说，老师觉得张不了这个

口。确实是这样，对于精神类的疾病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理障碍，现在有很多家长

还会有病耻感，所以我们老师也会在这个问题上觉得很有忌讳。但是现代人已经

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特别的关注了，而且随着我们科普的增加，我们每一个人都需

要去关心和善待这些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我想作为识别焦虑和抑郁的孩子的一

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学生的最常见的障碍性问题，比如说小

学生的多动症。

多动症是我们小学老师最苦恼的一个问题了，因为班里如果有一两个多动的

孩子，我们就会觉得压力超级大，因为它会消耗你特别多的资源和精力。多动症

的简称叫ADHD，看它的历史的命名演变你就能知道，其实这些多动的孩子不

是故意的。最开始这个疾病叫做轻微脑损害，或者叫轻微脑异常，现在我们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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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命名为儿童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好多小学老师表示，现在多动的小孩很多，

男孩女孩都有。按照全球比例的数据，100 个小孩里可能有 5个孩子会出现多

动问题。按照比例来讲，自己的班上可能也会有一两个。当然诊断的方法不同，

数据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小学老师来讲，多动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并且多见于男孩，主要表现就

是注意力不集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词叫做“静坐不能”。你把他放到老

师的眼皮底下，他就回过头来做鬼脸。你给他放到班里的最后一个，他可能就到

处跑，然后去打扰别人。

另外他让我们感受最明显的就是不能遵守秩序，喋喋不休、不听话，然后紧

跟着他一定在学习上会表现为学习困难，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被

认为是调皮、不认真。然后我们可能有些老师并不是说想要去惩罚他，而是这个

孩子消耗了老师大量的精力，关键问题是他会干扰整个课堂的秩序，甚至还会有

一些其他孩子的家长来投诉，因此我们的批评会让孩子觉得特别内疚。其实孩子

的多动是跟大脑的神经发育有关的，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而且这一类孩子可能回到家里之后，都记不住当天老师留了什么作业，我想

再一次强调，这是心理障碍的一类。那怎么办？我们会发现早期识别，然后早期

的进行治疗，其实会有很大的改变的可能性。

那么作为一线的老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游戏，通

过一些感官的练习来增加孩子注意力的持久性。另外对于这种多动的小孩，我们

跟他说话的时候指令一定要清晰、准确、简单，不要长篇大论，不要给他讲那么

多大道理他都记不住。比如在给他留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清楚第几页，第几

题，记住了吗。他如果说记住了，就再让他重复一遍，这个时候你要确认他真的

记住了。我们强调，无论家长还是老师一定要避免去骂他，因为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大脑神经的发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一旦这个孩子出现一些微小的努力，

我们就要去鼓励他，及时表扬他完成任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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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有心理困扰的孩子，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理解，造成学生心理

疾病的原因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生理上的，有个性上的，也有环境上的，多因素

交织在一起才导致我们现在的孩子出现特别多的心理问题。

所以我们要理解，尤其是现在的儿童青少年，他们受环境的影响也特别大，

甚至我们提到一个词叫慢性压力，很多孩子他整天要完成那么多作业，然后又不

能出去玩，但是爱玩又是孩子的天性。再加上家里边如果有虎爸、虎妈之类的，

对孩子要求特别高，期待也特别高，这些孩子心理上的积极资源就会非常少。尤

其是在后疫情背景下，我们一定要理解孩子可能会出现特别多的困扰。比如网课

期间就有孩子出现了很多知识漏洞，时间管理出问题了。各位老师现在特别头疼

网络的过度使用，其实很多学校都做了手机的硬性规定，手机不能进校园，或者

进了校园就要关机。但是孩子回到家里，家长管不住。那么作为老师，我们可能

需要提出一些指导方法，教家长怎样跟学生建立家庭共同契约，共同管理手机。

更不要说亲子关系、同伴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为习惯等问题。

第三个词是关心，很多老师问，当学生出现抑郁的问题的时候，怎么跟他们

交流？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其实你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会让孩子觉得

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该怎么做？就是给他一些关心，这是特别需要表达出来的。

甚至在他写作业写不完的时候，我们需要会同其他的老师对他的作业的要求降低

一些难度。对孩子有能力的方面，比如他跑得快、他唱歌唱得好，我们就可以在

班级活动中多给他安排一些能体现他优势的地方，然后给他更多的自信。

第四个关键词是支持系统，我们要通过特别多的途径来进行科普和宣传，让

周围能形成一个良性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里有特别多的要素，如老师、同学、

周围的环境也包括家长，只有这个支持系统建立起来了，孩子才能够更快地恢复。

另外对于有严重的心理障碍的孩子，不仅仅是要关心他，不仅仅是周围的人

要理解他，我们要三管齐下。首先对于那些有比较严重的精神类障碍的孩子，一

定要借助药物的治疗，我们要相信医生，一定要遵医嘱。另外我们可以通过专业

的心理咨询，还有家庭的辅导，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起效，这三方面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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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建立家校社联动的支持系统。既然说到支持系统，我们就

有必要提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的心理问题几乎都是关系的问题。有那么多的孩子

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扰，其实追根溯源，无论是亲子冲突、师生冲突还是夫

妻冲突，我们会发现这些关系的冲突里边，他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这

里面其实包含着我们被养育的方式、我们经历的那些过往，包括躯体的记忆。

比如向我咨询的孩子里，有的小孩中考失利，在高考期间又出现了相同的行

为和症状，甚至他会说：“老师我高考一定考不好，因为中考的那种感觉又回来

了。”那种不可掌控感，包括我们说的一些重大的创伤事件之后，我们会有一种

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因此我们说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

这是本能的、下意识的。

我们在支持系统里会特别提出家庭的重要性，有很多老师都可能把焦点放在

了我们如何去对这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进行辅导上，学校的心理辅导包括医生的

诊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说的三管齐下里面，家庭往往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其实很多很多的专家都有这样的表述，孩子往往是家庭问题的承载者和表达者。

这个孩子抑郁了或者是焦虑了，我们看到的生病的是这个孩子，但实际上它背后

是一个生病的家庭。

孩子的抑郁是有功能的，孩子抑郁了可能爸爸妈妈就暂时放下了两个人的争

吵。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抑郁的症状，它直接带来的好处就是维护家庭的和平，是

家里的维和大使。甚至我们说很多中考、高考的孩子，他出现严重的焦虑或抑郁

状态，甚至需要服药，这个症状会成为他减压的工具。有的老师可能就问了，那

他的抑郁和焦虑是不是就是装的？不是的，我们说他已经出现了躯体的症状，他

已经在医院确诊了，医生也给他下了一个诊断的报告，这个症状的功能就是让他

活下来，这些症状几乎都跟家庭有关。

家庭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是它却影响着全部的人生。因此我们建议各位老师，

在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在着手辅导这个孩子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养育他的家

庭。现在大家都经常说原生家庭，我们会发现原生家庭就像遗传密码一样，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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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行为模式当中。因此良好的关系胜过许多教育，尤其是亲子

关系，包括师生关系。良好的关系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所以我们会发现管教孩子，我们让他学习也好，让他去树立目标也好，前提

都是让孩子知道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他。只有这种相互的信任和理解，才能够

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在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如果这个孩子出现

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我们还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做自己能做的那一

部分。我们要跟家长去进行深入沟通，建议我们的家长带孩子到心理门诊或者是

精神专科的大夫那里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建立孩子成长的良性的支持系统。学生

的心理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出现问题我们要进行积极干预，在这样的一个预防为

主的大思路的指引之下，就需要我们建立起学校、家庭和社区共同的维护系统。

比如家庭层面最重要的是亲子沟通能力的培养，包括家庭资源的整合，有时候我

们会发现家长教育孩子的方法和技巧其实是非常欠缺的。

作为老师，我们可能需要教家长怎样跟自己的孩子说话。还有在学校的层面，

我们要加强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我们要给学生建设更多的保护因子，这

又是怎么理解的？比如我们现在不要急着去给学生补课，而是要更多地去开展社

区的活动，比如带着孩子到社区去做义务劳动，到户外去踏青，去做研学旅行，

其实你会发现这些活动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恢复往日的活力。

另外学校层面还要多做一些筛查和转介的工作，要及时发现那些需要帮助的

孩子，及时转介。我们也有必要提一下社区的功能，现在有很多地区都建立起了

这种医院和学校的这种绿色通道，如果在学校发现了一些情绪异常的孩子，我们

就可以及时转介给医院的专业的医生到那里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当然也包含了校

外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让每一个孩子都快乐地成长，我想

这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位老师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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