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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贝贝最近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活了”。

开始时，父母以为是小孩子顽皮，也

训过几次，叫她“不该讲的话不要乱讲”；

可贝贝还是经常会这样讲，甚至在日记里

写“我想离开这个世界”。

父母害怕了，带贝贝去看心理医

生。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贝贝才缓

缓吐露实情：“我觉得学习太辛苦了，

死了就可以去天堂，还有天使陪我玩，

多好呀！”

贝贝的理由，让站在一旁的父母哭笑

不得。

诊断：孩子说“想死”，其实是在求救

儿童的试图自杀行为，很多时候家长

不会注意，只是认为“孩子不会自杀”。殊

不知这种无意的漠视，恰恰成为儿童自杀

的“土壤”。

有数据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儿童自杀

第一大国。几年前上海的一项调查数据

显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

而过“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

该想法的占到 15.23%，更有 5.85%的孩子

曾“计划自杀”，并有 1.71%的中小学生自

杀未遂。

“大多数孩子说‘想死’，并不是真的

想要去自杀。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并不

真正知道死亡代表着什么，他们只是想通

过这种方式逃避，并获得他人的关注。”钟

慧说，那些缺乏关爱、敏感、不善于表达情

感的孩子容易产生厌世的想法。

钟慧提醒，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说“我

想死”，不要急着批评，也不要时刻盯着孩

子是否有自杀的举动。“这时应该坐下来

和孩子好好沟通，问问孩子是否遇到了什

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谈

一谈。”钟慧还特别建议，家长不要一味关

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应该多关心下孩子

的内心世界。

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这些心理？
儿童心理专家：家长应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和孩子一同成长

6岁——我家孩子爱嫉妒；13岁——我家孩子叛逆期，说什么都不听；15岁——我家孩子考前焦虑……孩子从小到大，家长似乎都不
能省心。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让家长操碎了心。其实，只要能及时读懂孩子的心，这些心理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星报记者进行了一次调查，从家长的选择中梳理了几个最常见的心理误区，并邀请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儿童青少年心理科主任钟慧逐一进行解读，告诉家长该如何读懂家中的小宝贝，帮助他们走出心理误区。 记者 李皖婷

佳佳今年 7 岁了，自从 3

年前妹妹出生，家里人就觉得

原本乖巧懂事的佳佳像变了一个人。

“妈妈，为什么妹妹的衣服比我的漂

亮？”“为什么妹妹是草莓味的酸奶，我是

原味的？”“妈妈，为什么你晚上睡觉总是

陪着妹妹？”“妈妈……”

更让家人担心的是，佳佳把嫉妒心带到

了学校。有天老师告诉佳佳妈妈，佳佳在学

校故意把同学心爱的水壶推到地上，原因是

她觉得同学的水壶比她的水壶漂亮。

诊断：嫉妒的孩子是害怕失去爱

“孩子嫉妒别人，往往是担心失去关爱，

比如担心失去父母的爱、失去老师的关注，

都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钟慧说，除了同胞

竞争障碍产生的嫉妒，那些在溺爱中长大、

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也容易产生嫉妒

心理，“很自私”。

在钟慧看来，想要消除孩子的嫉妒

心，家长的示范作用很重要，如果家长平

时很大度、宽容，孩子也容易受到正面影

响。她建议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不能让孩

子太以自我为中心，否则也容易培养出嫉

妒心强的孩子。

“对于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来

说，家长可以创造出一个有亲密同伴的环

境，让孩子把玩偶或是家里的宠物当成这

个家的一分子，让孩子在‘过家家’式的角

色扮演中学会分享。”

钟慧还特别提醒那些准备生二胎的

家长，应该在准备要二胎时就和孩子商

量，引导式地告诉孩子家里将要发生的

变化，让孩子感受到尊重；当第二个孩子

出生后，应该让老大参与到照顾小宝宝

的过程。

此外，家长也不能过于偏心，从而让

孩子感觉父母对自己的爱完全被夺走，产

生被突然抛弃的心理。嫉妒心理没有得

到正确疏导，很容易导致心理扭曲。

14岁的晨晨自从上初中后，

最爱说的三个字就是“烦不烦”。

“小时候挺乖的，总爱黏我们，可这一

年跟我们突然就‘不亲’了。”晨晨妈妈说，

儿子放学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

了吃饭、上厕所，从不踏出房间半步。

学习上的事，妈妈刚开口问，晨晨就

不耐烦了。“我都这么大了，我的事你少

管！”儿子的话让晨晨妈妈伤透了心。

诊断：孩子其实是想找到自己

孩子到达青春期后，他们开始建立真

正的自我，他们会思考比如“我为什么要活

着”、“我为什么要学习”、“我为什么要听你

的话”这样的问题。他最容易反抗的，就是

平时给他最多意见的人，那就是家长。

“家长要明白，孩子此时的反抗并不是

对抗你，其实是为了找到他自己。”钟慧建

议家长，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应该和孩子一

起“长大”，要将孩子当做平等的个体去沟

通、交流，理解孩子所想，走进他们的内心

世界，并将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

高高在上的教育姿态很难得到孩子

的认可，青春期的孩子需要倾诉，需要宣

泄，在倾诉中他们才会慢慢地平复自己的

委屈、烦恼。

更重要的是，家长此时应该退出孩子

的主流生活，把时间、空间留给孩子的同

伴，让孩子更多地和同龄人交流，让他们拥

有相对自由的个性空间。这样，孩子不但

能从同龄人身上感受到对方家长的教育成

果，也能减少和家长的冲突，何乐而不为？

逆反逆反 故事：青春期男孩最爱说“烦不烦”B

小雅升上初三以后，学习成

绩就一直走下坡路，几次重要的

阶段考和期中、期末考，成绩非常糟糕。

事实上，小雅并没有贪玩，学习比以

前还刻苦，问小雅自己，她说也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越想考好越考不好，明明前

一天都记住了，可一到考场上就变得昏

沉沉的，脑中一片空白。”

小雅说，自己耳朵里几乎无时无刻不

在回响着父母的叮咛：“小雅，你可一定要

考上重点高中呀！考不上重点高中，就考

不上大学，上不了大学能干什么呢？咱家

的孩子是一定要上大学的。父母还想让

你出国留学呢！你可要给我们争气。”

诊断：家长要帮助孩子减压

“这样的孩子明显是患上了‘考试焦

虑症’，这是一种在考试情景下通过个体

的认知评价激发的负面情绪反应，这种

情绪会导致各种防御或逃避考试的行

为，并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及人格健

康。”钟慧解释说。

据一项对 500 名考生的研究发现，所

有的考生都有血压升高、脉搏和呼吸加

快，血糖水平升高。72%的考生感到有胃

部空虚感，62%双膝发软，63%感到口渴，

49%喉头发干。

钟慧告诉记者，考试焦虑是一种由多

因素影响所致的心理失调现象，如果孩子

出现了这样的心理问题，家长除了不要再

对孩子施压，还可以鼓励、指导孩子自己

进行调节。“告诉孩子他很棒，不要让孩子

用‘完了’、‘我糟糕透了’这样消极的语言

来暗示自己，也不要被一两次考试失败所

吓倒，从而对自己丧失信心。”

此外，还可以陪孩子散散步、打打

球，或是做其他感兴趣的事，与孩子聊

天、让孩子用写日记或书信的方式释怀

等，都可帮助他们缓解压力，保持心理

平衡。

5岁的蒙蒙是个乖巧听话

的小姑娘。今年，她随父母搬

至合肥，进入一所新幼儿园。可入园后，

据老师反映，蒙蒙在幼儿园完全不讲话。

“不论是对老师还是同学，不能上课

发言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即使想上厕所也

不能对老师说。虽然不说话，但她对于各

种班级活动都愿意参加。”听到老师的“投

诉”，蒙蒙的妈妈有些纳闷。

更让人惊奇的是，一回到家，她就变

得“喋喋不休”，在父母面前讲话流利，声

音洪亮；但一到公共场合，她又变得紧张、

羞怯，不与陌生人说话，与父母讲话也变

得十分小声。

诊断：别急着逼孩子开口

“选择性缄默”是一种典型的儿童期发

病的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在某一需要进

行言语交流的环境中无法说话，但在其他

场合中其语言理解及表达能力均未受损。

“也就是说，他们对交流对象的‘选择性’通

常十分明显。”

钟慧解释说，这与孩子的气质特点有

关，如内向、胆小、固执或敏感等；再者家

庭环境因素也是重要原因。还有一些孩

子的父母童年时性格内向，也容易遗传给

孩子。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在幼儿园和在家

里不一样，出现选择性缄默症后，都很着

急，担心他语言发展有障碍，因此拼命地

引导孩子。其实，强迫宝宝说话，情况就

更加糟糕，家长也会更加慌乱了。

钟慧建议，家长要重视宝宝的选择

性缄默，但也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要尽量

营造一个宽松自在的家庭环境，鼓励他

们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在情绪松弛

的基础上，让孩子主动说话，孩子张口讲

话就给予奖励和鼓励。也可以用孩子最

需要、最喜欢的东西作为奖励条件让孩

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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