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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情感障碍患者正在逐年增多，这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胡少华在

门诊中明显感受到的。有数据表示，近三年来，此类患者增长了 25%。他所在的科室，每年近 15 万门

诊患者中，有近一半是青少年患者，其中以情感障碍为主；住院患者中，近60%是青少年情感障碍患者。

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临床心理科（睡眠医学中心）主任中医师张永华的专家门诊，每年也

都要接触大量因情绪、心理问题前来求治的青少年，多集中在初二、初三以及高中学业阶段。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需要引起重视，更具特殊性，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情感

支持和关注。”胡少华教授感慨道。

怒，贪吃，体重猛增四五十斤，还有短暂的

兴奋，出现了狂躁，最终从抑郁症发展为双

相情感障碍。

“一年前，再次恢复治疗，状态慢慢好

转，也重新回归校园。”胡少华说，“孩子

的父亲一直在给他规划未来，从希望他继

承家业，到希望他考公务员，但这些都是

孩子不喜欢的，他的爱好和兴趣是艺术类

的。”

胡少华非常感慨，类似的父母在门诊

中并不少见，“我经常给一些父母建议，要

了解各个阶段的孩子的状态，在陪伴孩子

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没有陪伴就没

有教育。除此之外，要多鼓励和表扬孩子，

还要培养他们试错的勇气，让孩子不要害

怕失败。”

不要只关注成绩，不要只关注孩子的

学习能力。这也是胡少华在门诊中，和家

长交流时，提及最多的一句话。“陪伴孩子

时，要有多元化话题。同时，要给孩子情感

安慰和支持，培养共情能力，让他们学会主

动寻求帮助，排解问题。这样，当他们心理

出现问题时，才不会滑向极端。”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普遍却又隐蔽

对此，张永华也深有感触。

他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普遍且隐蔽，

孩子对于情绪的表达不像成年人那样直

接，一开始往往是以失眠、注意力难以集

中、脾气急躁、厌学等为主要表现。而此时

很多的父母都会认为是孩子爱玩，不求上

进，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让孩

子能够继续按照他们的意愿学习下去，觉

得这样是“为孩子好”，从而忽视了孩子真

正的想法，久而久之便使得孩子的坏情绪

不断滋生发展。

因此，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生，不仅仅

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更是一个家庭、一所学

校的问题。

前几天，17 岁的小朱来到张永华的门

诊复诊，现在的她比起六个月前刚来门诊

时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独自前来接受治

疗，愿意主动向医生诉说自己的烦恼。

张医生说：“小朱第一次来的时候，是

爸爸妈妈一起陪着过来的，当时她戴着厚

重的帽子，沉闷地坐在那里，偶尔回应一两

个字，最后只能由妈妈代为讲述病情。”

妈妈告诉张医生，小朱以前很活泼，朋

友多成绩好，上了高中寄宿学校后，慢慢变

得回家话很少了，还总是熬夜，“成绩也不

停地下降，一问老师，发现她经常上课发

呆，也不跟人交流。”

老师说，跟小朱谈话时，她总会说“无

聊”“没意思”“没什么”，于是父母急忙带着

小朱来求诊。

经过检查，张永华诊断小朱出现了青

少年情绪问题，情况比较严重，需要药物和

心理干预同时进行。

临走前，张永华又把小朱父母留了下

来，叮嘱他们“平时对孩子要多些安慰和倾

听，了解她内心真正的想法，去理解她而不

是去强行改变她的行为，才能够对她的病

情起到正面的帮助。”

孩子“领着”妈妈找心理医生
有时家长的情绪问题更严重

张永华说，现在临床上还有一种现象，

一些青少年比家长更积极寻求心理医生的

干预，“几乎一半以上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和

家长、家庭有关系，孩子在出现情绪问题的

征兆时会主动查阅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反

而是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行为对

孩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一次，一位妈妈和高一的女儿来到张

永华的诊间，他很快发现其实是孩子“领

着”家长来求助。

问诊过程中，女儿回答问题时总要

用余光瞟一眼妈妈，妈妈数次用不容置

疑的语气打断女儿，“你们这代人不愁吃

不愁穿，还有什么烦恼。”“你就是想太多

了。”

张永华说，其实女儿在问诊时说出来

的词都挺专业，看得出私下做过不少功

课。反观母亲，语气急躁、语速极快，强硬

的词句像机关枪子弹一样往外蹦。

“这个妈妈自己的情绪问题可能比孩

子还严重，情绪是一种‘传染病’，她的问题

不解决，孩子的情况也很难改善。”于是，他

连哄带劝地让母女俩定期接受心理治疗师

的治疗，并给妈妈开了缓解焦虑、安神助眠

的中药。

一段时间后复诊，这个妈妈的语气平

缓了不少，女儿没有经过太多的干预，自然

而然就摆脱了情绪问题。

张永华特别提醒：当青少年出现情绪

问题时，家长一定要讲究应对方法，日常交

流遵循“3:1”原则，即“孩子说三句，家长

说一句”，家长自身的情绪尤其需要稳定下

来。当孩子情绪有波动时，要以倾听和抚

慰为主，如果孩子的情绪问题无法解决，要

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

你家孩子如遇情绪波动 不妨试试三比一应对法

孩子说三句孩子说三句 家长说一句

所有孩子在疾病加重之前
都是有迹象的

比较内向，情感支持不足，有学业压

力。

前一阵的胡鑫宇事件，一直牵动着胡

少华的心。在日常门诊中，他接诊过很多

有情感障碍的青少年，都有类似胡鑫宇的

特征。“青少年情感障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抑郁症，还

有双相障碍。”

胡少华解释，青少年情感障碍存在一些特性：一

是高复发。也就是会反复发作。小学、中学、大学，以

至毕业后都有可能再次发作。二是高致残。主要指的

是会造成精神能力的缺陷 ，比如认知损害、注意力和

专注能力下降等，无法继续学业。三是高自杀。

出现情感障碍的青少年会有一些环境的危险因

素：原生态家庭中，父母陪伴过少，隔代抚养，情感忽

视；家庭离异或者存在家庭暴力、校园霸凌；或者父母

管教严厉，对孩子要求过高等。

“作为疾病，抑郁症是有发病过程的，这也就是说，

所有孩子在疾病加重之前都是有迹象的。”胡少华列举

了一些情况：厌学、社交减少、过度沉溺于网络、性格改

变、生活方式改变，比如失眠、熬夜、生物钟紊乱、饮食

紊乱、肥胖或消瘦等。

“拿睡眠来说，青少年很少出现原发性睡眠障碍，

多是压力或情绪问题继发性的。有些孩子沉迷网络其

实不是网络依赖，是因为抑郁状态下，他没有任何兴趣

爱好，通过网络消磨时间。因此父母对孩子行为背后

的动机识别非常关键，否则会引起新的亲子关系矛

盾。”

达不到强势父亲的期待
孩子总是被否定

就在前几天，胡少华接诊了一位初中生患者，对方

已经在他这里随访了四年。

这个孩子家境不错，父亲经营生意，母亲是全职太

太。“孩子父亲比较强势，对孩子期望也比较大。但孩

子的性格更像妈妈，内向、温和。”

孩子成绩尚可，却一直达不到父亲的要求，总是被

否定，“妈妈其实对他很关心，但日常就是为他的学习

做服务，所以，他从妈妈那里感觉到的也是压力。”渐渐

地，孩子出现厌学，害怕考试，焦虑，最后发展到用工具

划伤自己。

“我们为他做了家庭治疗，让父母都参与进来。一

段时间后，孩子情况好转了很多。”随后，孩子父母决定

停止治疗。没想到，不久之后，孩子情况出现恶化：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