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心理压力、焦虑、抑郁

等原因选择休学或面临休学，这给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学生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休学情况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例如  2023 年 4月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中提到，及早发现学生严

重心理问题，网上网下监测预警学生自伤或

伤人等危险行为，健全心理健康问题学生的

复学机制。学校、家庭、社区和医院等社会

各界应当合力以学生为中心，帮助休学孩子

走出阴霾。

首先，学校应做好预防、研判、评估、跟踪，

引导学生面对问题并寻求专业帮助，制定复

学计划并提供支持；其次，父母应做好科学

育儿，对孩子进行高质量陪伴，在孩子休学

后积极关注，确保孩子生命安全，复学后帮

助孩子适应学校生活；第三，社区及有关公

益机构可以做好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为有

需要的学生提供就医跟踪、恢复社会功能、

复学支持；第四，医院做好治疗与沟通协助、

评估，可与教育部门沟通康复情况及到校进

行支持。学校、家长、社区和医院要共同构

建一个学生休学前、中、后的全方位、多层

次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孩子休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恢复孩子

的生命力。家长要接受他们的人生出现“暂

停键”，在孩子迷茫、困惑之际，不要急于

求成，可以多带他们参加爬山、徒步、旅游、

游泳等户外活动，帮助孩子重拾对世界的热

爱。同时，社会各界也应为休学孩子按下“快

进键”，提供多元化帮助，支持他们早日走出

阴霾，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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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休学之后，对当下的焦虑和对未

来的恐惧与日俱增。这时，留给他们和家庭

的问题才真正开始浮现。

面对孩子休学的困境，我们不能仅仅停

留在表面的叹息和惋惜上，而应以此为契机，

深入思考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共同探索让孩

子回归学校的有效途径。社会各界应加强对

教育的关注和投入，通过提供更多的教育资

源和选择，为孩子们创造更加公平、包容的

教育环境。同时，我们还应倡导全社会共同

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形成关爱孩子、

支持教育的良好氛围。

让孩子回归学校，不仅是为了让他们继

续接受教育，更是为了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下，这些暂时“暂停”的孩子们一定

能够重新找回学习的乐趣和信心，勇敢地面

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每个孩子都有向上的本能
两年前，在儿子黄羽杰打算辍

学，苏航最孤独绝望之际，怀化市

会同县家庭教育指导者朱杏林告诉

她：“每个孩子都是向好、向善的，

他们站不起来，是因为陷入了自身

无法解决的困境。”

在这之前，黄羽杰还在怀化市

读高二，正是学业冲刺的关键期。

而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苏航有

着清晰的认知。“我和他爸虽然早就

离异了，但物质和精神都没亏待过

孩子。”成绩好、长相佳、家境优良，

孩子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

但不久后，父亲锒铛入狱，突

遭家庭变故的黄羽杰，状态从“云端”

一下“掉”在了地上。“他觉得落差大，

自己的‘光环’没了，然后就不愿

出门、不去学校，看到陌生人都不

敢直视，最后发展至轻度抑郁。”

面对母亲的焦虑和担忧，黄羽

杰选择了逃避。“说句实话，我当时

都有过好几次自杀的念头。”于是，

无奈之下，苏航选择向朱杏林寻求

帮助，她接收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

“每个孩子都有向上的本能，他不像

自己想象的那样脆弱”。

这种本能体现在孩子的爱好和

同辈关系中。黄羽杰爱打篮球，最

享受球场上与对手碰撞、博弈的激

情。“每次聊到篮球，孩子就很激动，

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还给我形容一

场球赛中反败为胜的心情。”

另一方面， 看着曾经的同学走

在“正轨”上，而自己停在原地打

转，黄羽杰也会陷入迷茫和自我挣

扎。“有时在手机上刷到同学们学习、

生活的动态，他会很快地划走，几

个朋友约他出去玩，他也不回消息，

人家不找他了，他又生气。”

于是，朱杏林向黄羽杰提出和

同学组建篮球俱乐部打比赛的建议，

他很快就答应了。“和其他更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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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较量，他们的成绩很差，

没赢过一场，甚至每场都被别

的队伍‘碾压’，但孩子很高兴，

坚持打了一年多。”

休学像是海上漂流，而复

学，是家长对孩子最大也最明

确的希望。一年后，黄羽杰回

了学校，到了一个普通班，分

数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氛围也

轻松不少。他的成绩不算好，

但总归没再做过出格的事。

后来，黄羽杰考上了湖南

医学院，从学校回来，苏航能

明显感受出孩子的变化。“他

还是爱打篮球，也学着不再

用外在和他人的眼光去定义自

己。”苏航觉得，这段经历对

他们来说，是脱轨，是暂停，

某个意义上，也是改变的起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当事人除
朱杏林外均为化名）

“这几年，因为休学前来医院就

诊的患者是比较多的，呈现上升趋

势。”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心理治疗师肖

帅军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他

的手机里，保存了1000 多个他治疗

过的案例，其中有 8%左右的孩子都

处于休学期。

处于这一阶段的孩子面临着多

种境地。“有的孩子是因为和父母激

烈的矛盾冲突；有的孩子是因为有了

心理困扰，很难处理好自身的情绪，

更别说去好好学习了；有的孩子则是

因为虚无主义，他们觉得人生都没

有意义了，于是就一蹶不振。”

过去十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心理四区心理治疗师龙巧灵在病房里

接触了多位正在休学的中学生，以及

正在陪伴孩子经历休学的家长。她

发现，休学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患

有焦虑症、抑郁症、厌食症、强迫

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不少

人甚至采取过自残甚至自杀行为。“现

在的小孩子，他们的痛苦和绝望程度，

可能比大人还严重。”

多年的出诊经历，让龙巧灵十分

熟悉孩子们心理问题的成因。“是畸

形的亲子关系、无爱的家庭、学习压

力大、交友困难、对生活意义的迷茫

等问题合力造成的。”这一切，和转

型期的社会氛围有关，而最后承担

这些的，是在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的孩

子。“孩子出了问题，家长就只去解

决问题，但不愿意去分析原因，不愿

意去了解当下那个时刻孩子的心理成

因。”

更多时候，家长就是问题本身。

肖帅军告诉记者，自己曾见过一位陪

着儿子来就诊的父亲，哪怕在医院

里，双方的关系也是势如水火，一点

就着。父亲指责孩子不听话，当众

说孩子又脏又臭，而孩子脸色通红，

一直用“你管不着”来反击。

像这样的家庭，外界力量很难起

作用，往往只有时间才能抚平伤痛。

（上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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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儿少心理科开设了父母

门诊、专门针对住院家庭的父母课

堂，针对每个家庭不同的问题，我

们还会在看诊时进行‘父母培训’，

告诉他们在孩子休学时如何理解孩

子、宽慰自己。”肖帅军说，自己常

会给家长传递一些和孩子沟通的小

技巧。“比如说，将负面情绪尽可能

地多写、画出来。在与家庭成员交

流时，多用‘我’开头的语句表达

自己的感受。”

在龙巧灵看来，休学期的孩子

和家长想走出困境，最重要的就是

学会理解。“要正视孩子的心理问

题，认识到自己的孩子也有自己的

成长节奏和潜力，并给予孩子充分

信任，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

展方向。”

除了医院，社会各界都在努力

寻求帮助家长和孩子的“良方”。

2024 年，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向阳

花”行动首次纳入湖南省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致力于帮助广大家长掌

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守护孩子

健康成长。

“医生和家庭教育指导者可以

提供方案和诊断，但归根结底，让

孩子走出休学阴霾的关键在于家长

自身。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支持虽重

要，但家庭教育的作用更为关键。”

朱杏林表示，家长自身的成长和坚

定，对孩子来说至关重要。家长要

有良好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也应

不断学习与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

只有自己心中有阳光，才能照亮孩

子。“上一代的人生经验也许在这

一代身上是无用的、不被接受的。

也就是说，父母要学习如何成为当

今孩子的父母。”

让孩子走出休学阴霾

家长要学会
恢复孩子的生命力

  现状
休学背后的复合高压

“孩子觉得没法改变父母，父母

也没法改变孩子。只有等孩子们

自然而然地度过了青春期，走入

人生的下一阶段，才有可能接受

外界的影响，发生一些改变。”

“但大多时候，家长和孩子

还是有相同的共识的，那就是改

善问题，早日复学。”肖帅军接

诊过的家庭里，有的父母会痛

定思痛，想改变过去家庭中一些

不合理的分工和观念，有的家庭

放下了对孩子的高要求，只想孩

子走自己想走的路。

“如果家长和孩子都高度配

合治疗，那么复学的比例有七到

八成。”肖帅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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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巧灵陪伴休学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