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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金融圈健康视界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王琦琦

2月2日，备受关注的胡鑫宇事件调
查结论出炉：胡鑫宇因学业等因素失眠、
抑郁，在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最
终选择了自杀。胡鑫宇用自己的决绝给
家长、学校和社会敲响了警钟，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为什么青少年抑郁、焦虑患者越来
越多？家长和学校如何做才能避免类似
的悲剧发生？2月6日，记者采访了市精
神病医院（市第六人民医院）精神障碍防
治科主任刘广胜，听听专家的分析和建
议。

胡鑫宇事件备受关注 本报专访市精神病医院专家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刻不容缓

刘广胜认为，青少年出现焦虑、
抑郁状态明显增多，与学校、家庭、
社会等因素都有关系。目前，我国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足，人们对心
理咨询或精神科晤谈也存在较大偏
见和误解，心理助人活动因此显得
尤为重要，朋友、同学间日常聊天，
家庭的支持性谈话，学校的社团文
化活动，都带有心理助人的成分。

他建议，学校或社会组织不妨

成立一些心理互助小组（也可称为
互助会、阳光营等），帮助困境中的
孩子走出来。在心理互助小组里，
成员们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真实感
受，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群体中感
到被接纳、被尊重，自我心理功能得
到改善，从而有更大勇气面对生活、
走出困境。“学校的老师尤其是德育
老师，要强化一些心理学的学习，在
学生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能够及

时进行心理疏导。现在不少学校都
配备有心理咨询室，希望能真正起
到作用。”

采访到最后，刘广胜说，家庭与
学校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刻不容
缓，胡鑫宇事件给学校和家庭敲响
了警钟：“学业不是第一位的，尊重
孩子的个性，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
让每个孩子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
芒，才是教育的真谛。”

学校不妨成立一些心理互助小组

青少年心理障碍问题日益增多

作为一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刘广
胜一直关注着胡鑫宇事件，并对其自杀
表示非常痛心。

“从胡鑫宇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性
格内向、孤僻，在意他人的看法，与同学
和老师缺乏沟通，加上对初升高的新环
境不适应，学习困难且成绩不佳，遂产生
回避行为，向家人哭诉也没有得到情感
支持，导致悲观厌世，无意义感加重，强
烈的焦虑、抑郁心理状态致使他冲动地
结束一切。”刘广胜分析说，近年来，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人
由于学业、就业等问题，出现焦虑、抑郁
的心理状态，严重者甚至轻生，应该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去年，平顶山市精神病医院随机抽
取8所学校（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和高
校）的在校学生近3000人，采用问卷方式
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34.7%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39.4%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该
院心理门诊就诊数据显示，2022年，6-18
岁进行心理测评的人数为 1512人次，占
总测评人数的28.83%；6-18岁接受一对
一心理治疗的人数为165人次，占总治疗
人数的45%。

“这个比例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刘广胜说，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
关键时期，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对社会的
了解、对现状的思考越来越多，但客观上
能力和资源的不足、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会产生很多认知和情感上的冲突。在遇
到入学的不适应、学习成绩下滑、升学无
望、找工作困难等发展性危机的时候，若
再加上家庭变故等因素，很容易出现焦
虑和抑郁的状态，“我们称之为起病于童
年或青少年期的情绪障碍和行为障碍”。

在市精神病医院的心理测评室，记
者看到有两名女孩正在进行焦虑量表和
抑郁量表的答题测评。经询问陪同前来
的家长，两个女孩都是在校学生，家长发
现孩子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遂前来就
诊。

采访中，刘广胜说起近期接诊
的一名高一女生。她身材偏胖，在
私立学校就读，不跟同学交流，总是
独来独往。老师发现她上课常常发
呆，甚至出现抽搐、发抖的现象，便
及时向她的家长反映并沟通。父母
和哥哥感觉问题严重，暂时将她领
回家，并带她到市精神病医院就诊。

刘广胜与这名女生单独深入交
流后发现，这个女孩比较自卑，升入
高中后学习成绩下滑，且融入不进
同学圈子，感觉自己被孤立，什么都
做不好，生活没有意义，曾产生轻生
的念头。目前，女孩正在接受抗抑

郁的心理治疗和药物干预。
“其实，这个女孩的状态与胡鑫

宇有些类似，不同的是，她的家人采
取了积极的处理方式。”刘广胜说，

“如果胡鑫宇最后一次向家人哭诉
的时候，家人能够意识到孩子心理
问题的严重性，把他领回家，带他到
医院做心理评估和治疗；如果老师
能够早一点发现孩子心理问题的苗
头，及时给予疏导和心理支持，也许
悲剧就不会发生。”

刘广胜说，像这个女生的情况，
家人可以给予孩子更多陪伴和关
爱，多进行一些支持性、理解性的谈

话，避免命令式的、指挥式的说教，
暂时办个走读，有利于孩子恢复正
常。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孩子经过
一个月左右的心理治疗和药物干
预，焦虑、抑郁的症状就会得到缓
解。

“不少家长需要一个认知上的
改变，不是所有孩子都是清华北大
的苗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我们要尊重现实，如果孩子已经很
努力了，就不要给孩子施加太多压
力，而要顺其自然，不要成为压垮孩
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刘广胜说。

家长不要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市精神病医院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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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清理规范涉企服务收费

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

以精准高效的诊疗服务守护患者生命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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