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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多了 ！”

这句话对中老年人来说 ， 是赞美 ， 但

对正当青春的大学生来说 ， 却恰恰相

反———大学的心理咨询室里 ， 常常有

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成绩优秀 ， 却

显得特别小 ， 甚至博士二年级的学

生 ， 看上去也只有十六 、 十七岁的

样子 。

李永慧直言， 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

使她发现， 这样的相由心生， 背后是学

生的人格成熟度不够， 甚至停留在中学

时期。

“当他们在中学阶段， 正该展现青

春烂漫， 甚至 ‘无知’ 的时候， 他们往

往压抑自己 ， 表现出懂事 、 奋斗 ， 而

当他们真到了要奋斗的年龄时 ， 却已

经错过了为奋斗积聚心力的时间。” 就

在不久前 ， 李永慧接待了一名大三学

生 ， 连续挂科使得他失去了继续读下

去的信心。

有一些学生进入大学后就开始沉迷

游戏， 无心学习， 明知不该如此， 却无

法摆脱游戏瘾 。 更有甚者 ， 一些学生

连课也不上， 每天躲在宿舍里打游戏、

睡觉。

这次咨询的学生就是如此。

咨询中， 学生沉默良久， 说： “我

不喜欢我的专业。 虽然上课时我很认真

听了，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回去复习更是难以集中注意力。 考得不

好， 又很焦虑， 情况就更糟糕。 我想回

到高中时代， 什么都不想， 只想高考，

只想着学习的专注状态。”

“又是一个父母看管着学习 ， 甚

至代替他选择专业的孩子 。 学业问题

的背后 ， 隐藏的往往是情绪管理 、 时

间管理、 家庭关系、 人际交往的问题。

高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与良好

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 ， 但这

些优等生却因为单一的学业成绩评价，

而忽视了心理的成长 。 ” 李永慧解释

说 ， 学生在中学期间 ， 长期处于学业

的单一评价下 ， 过于聚焦学业 ， 而习

惯性地压抑其它方面。

焦虑、 压抑等负面情绪长期无法消

除 ， 不断累积 ， 使学生处于压力敏感

状态 ， 及至大学 ， 造成心理问题和情

绪问题的爆发。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曾经

举过一个例子， 他们一名研究生做研究

老是出一些小问题， 导师找他谈话， 问

他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怎么办？ 这名

学生居然回答： “老师， 那我把我犯的

错误重抄一百遍。”

这样的研究生， 是用成熟的心态和

心智在面对和处理他的学业问题吗？

“病”了的孩子身后
是急着“催熟”他们的父母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每个父母都爱孩子， 但并不是每

个父母都懂得如何去爱。 作为孩子最

亲近的人 ， 父母要想毁掉自己的孩

子， 太容易了。

杜亚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

童青少年精神科的主任， 从业 36 年，

他见证了青少年就诊率的逐渐攀升。

其中， 儿童情绪问题的就诊量从原先

不到 10%上升到了超过 30%。 如今

他每年接诊近三万人次病患中 ， 1/3

是因情绪问题前来就诊的孩子。

更让人诧异的是 ， 不少前来就

诊的孩子 ， 是大家眼中的好孩子 、

乖孩子 。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 那就

是超乎常人的 “成熟”， 他们有着超

越自己年龄的 “自律” “追求上进”

“严于律己” ……

■李永慧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大

学阶段的心理问题与中学时期没有

建立起有效的心理防御有直接关系。

学制可以有严格划分， 而人的成长

却不能割裂。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自我概念形

成的关键期， 但我们的基础教育却

以向更高学府输送生源为终极目标，

忽略了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与良好社

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在这一阶段， 大学美好生活的

超现实期待往往成为高中生拼搏的

动力。 但是， 考入大学之后， 由于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 使一些学

生迷失。 因此， 以人的可持续发展

的观点加强高中与大学的心理衔接

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大学与高

中两种教育在学生的心理环境中所

扮演的角色到底有哪些不同：

● 学习成绩在个人价值评价中地位
改变

高中阶段学习好就行 ， 所谓

“一白遮百丑”， 成长中出现的困惑、

迷茫都会在成绩优秀的光环下被忽

略。 学习是学生获得成就感最直接、

可控的因素。 考入大学， 学习已经

失去了原来独一无二的地位， 心理

的不适应凸现出来， 没有健全人格

支撑下的人生就会开始走向混乱。

● 能力单一， 缺乏生活等多种能力

许多家长给孩子营造出 “一心

只读圣贤书” 的氛围， 学习之外的

事情家长全权包办 ， 进入大学后 ，

生活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的欠缺使

他们面临挑战和危机。 这是造成大

学生心理波动的主要因素。

● 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度系数提高

对于大多数高中生来说， 考大

学是他们唯一的理想， 理想的单纯

使他们忽略了许多困惑。 很多学生

进入大学后发现， 实现理想的路还

有很长， 尤其是不喜欢学校和专业

时， 无助感和无力感更使他们变得

易激惹。

● 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失衡

学习好的孩子往往有自我中

心的倾向 ， 习惯于被夸奖和被欣

赏。 他们太容易得到关注， 常常会

因为缺乏人际交往经验而出现人际

矛盾。

因此， 大学生， 特别是大一新

生出现心理适应问题时， 往往需要

高中老师和大学老师共同努力、 给

予帮助。

那么， 在基础教育中， 中学老

师能做些什么？

● 给学生自我成长和选择的机会

进入大学之后， 正如有的学生

所说： “中学时代， 我们是成人眼

中的孩子， 谁都没有告诉过我们要

自我成长、 如何成长， 但进入大学

之后， 人们则以衡量成年人的标准

来要求我们， 使我们备感压力。” 在

中学时代给予学生选择的机会， 让

他们学会对自我成长负责。

● 确立 “你我共赢” 的人际交往思
维模式

成年人对学生的教育往往陷入

“你输我赢” 的模式， 以 “爱” 的名

义强迫孩子听自己的。 当孩子独立

生活时， 人际交往中依然有争夺的

印痕， 要么退缩、 要么逆反， 难以

达成合作。 在 “你我共赢” 的模式

中， 成年人与孩子的交流应当是协

商和创造， 强化人文关怀， 建立正

向的关系， 体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

尊重和关怀， 使学生理解共赢。

● 塑造健康的情感

爱心教育是人生的重要教育 。

让孩子学会爱， 懂得别人为你帮忙

是出于爱， 而不是必须。 让他们在

体会爱的同时付出爱。

还要教孩子学会宣泄， 知道这

是很自然的事， 并懂得用合适的方

式宣泄不良情绪。 因为被冠以 “好

孩子” 的头衔， 有些孩子会掩饰自

己的真实情感， 这成为许多问题的

隐患。

另外， 要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

多与人沟通、 交往， 培养开朗的性

格。 竞争的激烈使每个人都体会和

承受着压力， 乐观是战胜压力最有

效的方法。

成长中的孩子应该具有很高的

自我价值感； 在人际沟通中是直接

的、 清晰的、 坦诚的； 要让他们知

道某些交往原则是弹性的 、 人性

的、 可以依情境改变的； 与社会的

联系是开放的、 有期许的。

因此， 必须增强高中与大学阶

段的心理衔接。 假如高中阶段的心

理辅导能够将大学的适应性问题前

瞻性地完成一部分， 可以降低大学

新生心理困惑的实质伤害， 使学生

以健康向上的心态迎接环境的变

化， 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挑战， 提高

适应度。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心理咨询
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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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 是杜亚松与孩子们之

间的暗号， 它代表着甜蜜与美好的食

物 ， 庆祝孩子们可喜的改变 。 36 年

来， 杜亚松吃过的巧克力不计其数。

然而， 也有这么一部分家长， 带着孩

子来看诊， 可结果却让他们意外———

该治疗的不是孩子， 而是自己。

沈航被父亲拉拽着走进诊室时，

带着明显的不乐意。 这个来自台州的

15 岁男孩此前已辗转多家医院 ， 原

因很简单， 父亲认为他有精神病。

“医生， 六年前孩子说头痛， 我

带他去了杭州市儿童医院， 做了骨髓

穿刺； 两年前， 他情绪不对劲， 我又

带他去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现

在他老是晚上睡不好……” 老父亲絮

絮叨叨， 说着就诊经历。

“怎么睡不好？” 杜亚松问道。

“孩子晚上老是翻来覆去， 很容

易惊醒。”

“那你睡得好吗？”

“我也睡得不踏实。”

“你当然睡不好觉， 你晚上不睡

觉就在观察他， 能睡得好吗？”

“孩子一个人睡觉我怎么能放心

呢？” 父亲反问道。

“你觉得自己有病吗？” 杜亚松

又问沈航。

“我觉得自己挺好的。”

“那你对爸爸有什么不满意？”

“太啰嗦 ， 没完没了的唠叨 。”

沈航打开了吐槽的阀门———想一个人

睡， 父亲不允许； 想和朋友出去玩，

父亲觉得不安全 ； 有一次他想买大

饼， 结果父亲又嫌摊位不卫生， 又怀

疑用料不好，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其实， 父亲的焦虑并非完全没有

道理， 沈航的外婆患有精神类疾病，

姐姐也在大学毕业后不久出现了类似

症状， 他很害怕， 自己唯一的儿子也

会有相同下场。

“孩子需要独立成长的空间， 如

果家长过度关注和投入， 最终会影响

孩子。” 杜亚松说， 这种家庭行为模

式的传递不容小觑。 “要用孩子的方

式去爱他， 这是理解、 尊重、 比心，

而非父母主义。” 他曾用俄罗斯套娃

比喻每个人的成长系统， 最初是母亲

子宫， 出生后是母亲怀抱， 之后进入

幼儿园、 学校、 社会……这个圈子应

当越来越大， 父母要做的是守护而非

禁锢。

“先生， 你的孩子很健康， 该检

查的是你自己 。” 杜亚松直截了当 ，

“不过如果继续保持这种家庭氛围 ，

我就不能保证了。”

别让孩子到大学
再还成长的“债”

尽管教育学家拼命呼吁， 人生如

同长跑， 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 但这

些道理， 家长都懂， 要做到却很难。

今年 13 岁的赵颖已是第三次走

进杜亚松的诊室。 这个被诊断为重度

抑郁的女孩面无表情、 眼神黯淡。 坐

在一旁的母亲陈燕看着她， 眼里是心

疼和无奈。

毕业于 985 院校 、 担任外企高

管， 成功在一线城市立足， 努力拼搏

是陈燕的信仰。 生下赵颖后， 她成了

一名 “鸡血 ” 妈妈 。 英语 、 思维训

练、 空手道、 钢琴， 一样都不落。 三

岁开始， 赵颖的生活便被各色兴趣班

填满。 “我太明白， 身处这个社会，

你不爱竞争， 竞争也会找上你。 孩子

必须赢在起跑线上。” 陈燕说， 为了

让女儿提前一年上学， 她甚至将预产

期在九月的赵颖提前剖了出来。

这位 “争分夺秒” 的母亲从未停

下， 甚至来不及注意女儿的变化———

话越来越少、 笑容越来越少。 终于有

一天， 赵颖的成绩全班垫底。

带着女儿 “超速前进” 的陈燕这

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最近感觉怎么样？” 杜亚松柔声

问道。 女孩扳着手指， 没有回答。

“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会无故哭

闹。” 陈燕抢着回答， “生了病， 才明

白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这句话光放在嘴上可不行。” 杜

亚松很严肃。

“当然， 当然！” 陈燕保证， 今年

辅导班一个都没报， 就让她开开心心

地过暑假。

“那就维持原治疗方案。” 杜亚

松开始写医嘱。

“孩子去国外可以带着药一起去

吗？” 陈燕欲言又止， “一个纯玩的

游学夏令营。”

杜亚松抬头， 严肃地看着陈燕。 她

又补充了一句， “这是她自己想去的！”

一旁的赵颖， 始终表情淡漠。

“是不是听话、 成绩好不好、 能

不能考入名校……家长关心的仿佛只

有这些了。” 杜亚松有些无奈， 幼儿园

的孩子学小学知识， 小学学中学知识，

到了大学， 孩子们反而不学习了。

“这种拔苗助长的培养方式是在

断送孩子， 压力前移， 透支的是孩子

的心智。 家长们没想过， 一个还在做

梦的孩子不断努力却屡战屡败的心情。

他心中的梦想会破灭， 他的未来也会

变得暗淡无光”。

然而要家长明白这一切， 似乎太

难。 “好吧孩子，祝你游学顺利，回来

了记得给我带巧克力！”最后，杜亚松

这样说。

“争分夺秒” 地超速终将因疾病而减速

在杜亚松的门诊 ， 初中到高中

阶段深陷情绪问 题 的 孩 子 最 多 。

不少家长很疑惑 ， “年轻的孩子哪

来那么多压力 ， 莫非现在的孩子都

早熟 ？”

事实是这样吗？

这几天 ， 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

病房里收进了一个 “特别” 的孩子。

11 岁正是女孩生长发育的高峰 ， 刘

鑫却看起来瘦弱较小 。 “孩子患上

了神经性厌食。” 一旁的护士悄悄告

诉记者。

尽管还在念小学 ， 刘鑫对自己

要求却非常高 ： 小考一定要得班级

第一 ， 大考一定要得年级第一 ， 即

使暑假也不放松 。 记者看到了她的

暑假安排计划表 ： 六点起床 、 七点

锻炼 ， 上午加强数学 、 英语 ， 下午

写作业 ， 晚上练习钢琴 ， 临睡前整

理读书笔记……

一个小孩为何要给自己如此大

压力， 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想做个懂事的孩子， 如果是个学

习好的乖孩子 ， 爸爸妈妈会不会更

爱我一些？” 刘鑫弱弱地问。

原来刘鑫的父母一直感情不合，

却始终没有离婚 。 日常生活中 ， 双

方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陷入无止境

的指责 ， 小女孩则在父母的吵架声

中度日。

“真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想要

用自己的成绩挽回父母。” 杜亚松心

疼不已， 父母间的问题， 孩子看得清

清楚楚。

每到高考结束， 全国各地总会迎

来一波离婚热潮， 很多夫妻明明感情

不合硬是为了孩子凑合着过， 这种自

以为是的做法， 让情绪的 “雷” 一直

埋着， 一不小心就会引爆。 “要让家

长明白自己曾经的做法多么荒唐 。”

如今， 杜亚松正尝试用家庭治疗的方

式解决这家人的问题。

杜亚松曾给家长开出 “一帖药”：

“做合格的父母只有一个标准， 当孩

子有要求时， 你会给予回应， 当孩子

没有要求时， 你不去打扰他。” 不能

把孩子看成一个异常的、 有问题的个

体 ， 而应将孩子的问题看作整个亲

子关系的问题 。 孩子生病的原因多

种多样， 但细究之下， 就会发现： 一

个病了的孩子身后往往有一对不靠谱

的父母。

父母应当给孩子的， 是世界上最

美好的东西， 不是分数， 不是金钱，

是爱， 是智慧， 是创造和幸福。 有什

么比培养一个身心健康、 人格健全的

孩子更重要呢？

（文中受访患者及其父母均为化名）

人的成长，

中学和大学无法割裂有时该治疗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家长的情感问题埋着引爆情绪的“雷”

■本报记者 姜澎

“老师 ， 我学习根本无法专注 ，

挂科虽然让我痛苦 ， 但改变太难了 ，

如何才能恢复到像高中时那样 ， 一心

只有高考心无旁骛的状态？” “同宿舍

的同学令人讨厌 ， 但我觉得自己也有

问题， 怎么办？” “我和父母说话就有

一种要窒息的感受 ， 想摆脱他们又忍

不住回家 ” ……这些问题华东理工大

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李永慧每年都

会面对。 她在和高校同行交流中发现，

近年来 ， 需要心理支持的大学生数量

逐年上升 ， 而每年要处理的危机案例

数量也有所上升。

追根溯源， 李永慧说： “在中学期

间 ‘欠下’ 情商教育的 ‘债’ 以及学生

在情感上的缺失， 使得我们的大学生成

熟度过低， 到了大学不得不 ‘还债’。”

就在今年暑假，李永慧和一名同行出

差时， 对方接到一位学生母亲的电话。整

整两小时，母亲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儿子

从上大学开始就和她零交流。只要母亲在

家，儿子就出门，而一到学校，就和家长处

于“失联”状态，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哭泣的母亲，甚至哭泣的父亲，这些

都不是个案。

有学生父母千里迢迢来看望孩子，

孩子打开门看到是自己的家人就一言不

发 ， 摔门而走 。 也有学生因为学业问

题， 被学校把家长请来， 学生、 老师和

家长一起谈话， 父亲泣不成声， 而孩子

却无动于衷。

“他们都曾经是好孩子，学业出色，

尊重父母的意见。”李永慧说，但是，当他

们面临困难时， 父母却不能成为他们渴

望的慰藉， 甚至有些孩子选择决绝的道

路，也是因为，连父母都不能成为他们对

这个世界的牵挂，“这些家长都有一个共

同点， 那就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无力

的，甚至可说是没有效果的。他们在孩子

中小学时也许可以有效地盯他们的作

业，但是他们和孩子却缺乏共情。有时，

孩子面临着保命还是保文凭的问题，父

母仍然想的是如何让孩子坚持着拿到这

个文凭。”

李永慧在和同行的交流中发现，几

乎每一个问题学生的后面， 都有一个问

题家长。甚至有些孩子手腕上伤痕累累，

家长却说，孩子只是闹着玩的，他们仍然

关心的是孩子的书是否能够读下去，孩

子的大学能否毕业。

“很多时候，家长是家庭里的‘教育

者’或者学习的‘监督者’，却独独不是能

够给孩子温暖的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孩子进入大学， 父母往往会彻底和孩

子失去交流。”李永慧说，家庭是否给孩

子足够的宽容， 是否无条

件地支持孩子， 这都是孩

子是否能够健康成长的关

键。 当孩子缺少心理上的

支持时， 他们往往会在遭

遇挫折时丧失坚持的信

心，甚至选择极端行为。而

当父母和孩子能共情时 ，

孩子往往就会有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

些大学仍然有陪读家长。”

李永慧说，很多时候，学生

因为学业问题， 学校发出

黄牌警告、红牌警告，或者

是孩子得了严重的抑郁

症， 这些原本不愿意放手

的家长，却不得不在孩子

成年后在学校附近租房

陪读，他们终于成了那些

无法放手 ，也无从放手的

家长。

“相由心生”适用于大多数年龄段，

当一个青春芳华的大学生被认为很小
时，也许是他真的很幼稚。千万别让孩子
错失发展自己心理和情商的最好时机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自我选择和自我
成长，而那些不愿放手的家长，终于成了
无法放手或者无从放手的家长

近年来， 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 因为心理健康问题

而需要支持的青少年数量呈上升趋势。 似乎是两个极端， 心

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中学生 ， 往往有着超乎常人的 “自律 ”

“上进”， 对自我超乎同龄人的 “严格”； 但是心理健康出现问

题的大学生， 却有着超乎常人的 “幼稚”。

中学时的早熟， 反衬着大学时的晚熟。 心理学专家认为，

当孩子错失青春期情感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 他们的心理

和人格往往停留在与年龄不匹配的低龄期。 在适当的年龄做

适当的事， 尤其是在中学阶段， 家长和老师要重视学生情感

的发展， 帮助他们在自我成长和自主选择之间， 走向心理和

情感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