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接诊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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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市 第 一 医 院 开 出 “ 家 长 学
校”，心身医学科主任季蕴辛为家长们
讲课。（陈敏 摄）

未成年人心理门诊天天爆满，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接诊率

逐年上升……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

注。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儿童和青少年时

期是身心发育的关键期，也是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危险期，在中国 17岁

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

如何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同样成为今年市两

会代表委员关注的一大焦点。

在宁波各大医院心理咨询门诊
中，儿童和青少年的接诊率逐年上
升。据宁波市第一医院心理咨询门
诊的统计数据，2018 年，18 周岁
以 下 患 者 为 1704 人 ， 占 比 为
10%；2019 年上升到 2498 人，占比
为 11%；2020 年为 3219 人，占比
为 14%。而在该院的心身医学病区
住院病人中，18 周岁以下患者的
占比也在逐年上升，2018 年占比
为 4%，2019 年、2020 年分别上升
至 9%、16%。

同样，在宁波市康宁医院，未
成年人心理门诊天天爆满，甚至一
号难求。该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病
区设有 40 张病床，时常处于满员
状态。

从临床表现来看，儿童和青少
年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抑郁、
焦虑、强迫、厌学、网络成瘾、自
杀自伤等。

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故事。小
明 （化名） 是一个长相清秀的男
孩，从小聪明伶俐，父母对他寄予
厚望，并早早着手为他进行了人生
规划。从上幼儿园开始，父母就为
他安排各种兴趣班，小学、初中一
路走来，补习班从未间断过。周
末、假期里，除了温习以往知识，
还要学习新课程。刚上初三，父母
便给他安排了高数和有机化学的学
习。可是，小明接下去的表现却让
父母崩溃：一向听话、学习成绩优
秀的小明，到了初三这一关键时
期，却逐渐变得懒散、悲观、消
极，甚至开始逃学，考试成绩直线
下滑⋯⋯

在老师的建议下，小明父母陪
着儿子来到心理门诊。在心理门诊
室，小明告诉医生，从小到大，他
一直承受着莫大的学习压力，觉得
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面对
这些压力，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小明被确诊为抑郁症。

系统的治疗还来不及进行，一
天早晨，小明留下一份遗书，从十

三楼的阳台上跳了下去。在遗书
里，小明写道：“我不知道学习的
意义在哪里，更不知道人活着的
意义在哪里，爸爸妈妈，你们应
该也不知道答案。不要为我感到
惋惜，与其这般痛苦，我宁愿早
早离去。”

小明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
现实生活中，像小明这样被抑郁症
折磨的孩子还有不少。采访中，从
事未成年人心理疾病诊疗的专家告
诉记者，以前来求诊的孩子大多成
绩不好，但近几年成绩优异的孩子
越来越多。

小西 （化名） 就是其中一个。
从小，小西是一个典型的“别人家
孩子”，成绩一直在年级中名列前
茅，各种竞赛获奖无数。小升初
时，她以骄人的成绩如愿进入我市
一所知名的初中学校。然而进入初
中后，第一场考试就让小西产生了
巨大的心理落差——生平第一次，
她没拿到全班第一。为了拿“第
一”，小西拒绝当班干部，一心扑
在学习上，但令她失落的是，接下
来的几场考试，她依旧没能拿到

“第一”。
小西开始对自己失望，并渐渐

地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她开始逃
避学习，经常躲在被窝里用手机听
音乐、打游戏、看视频，并为此与
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成绩的下降、父母的不理解，
导致小西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渐
渐地，她出现了失眠、记忆力下
降 、 上 课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的 情 况 。
一次上课因为走神，小西被老师
批评了，回宿舍后，她顺手拿起
一把水果刀划向自己的手臂，看
着血流出来的那一刻，她却觉得
无 比 轻 松 。 从 此 ， 就 如 上 瘾 一
般 ， 小 西 一 遇 到 挫 折 就 进 行 自
残，瘦弱的手臂上布满了一道道
或深或浅的伤痕。得知实情的父
母崩溃了，他们将小西送到宁波
市心理咨询治疗中心。

一向优秀的一向优秀的““别人家孩子别人家孩子””开始自残开始自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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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宁波市的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服务起步较早。早在 2004
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朱英龙先生与
我市教育、卫生部门合作，启动

“阳光心行动”等系列活动，对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与抑郁症进
行干预、防治和研究，为全市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2010 年，我市成立了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专门预防
和解决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同时开通了一条 24 小时有人值守
的 未 成 年 人 心 理 热 线 81859666。

我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我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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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 年，我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体系建设全面铺开，所有区
县 （市） 成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站，全市各学校与社区联
动，建立未成年人校园心理健康
三级预警机制，实现校园心理辅
导室全覆盖。2014 年，我市制
定了全国首个面向基层的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服务标
准，至此，我市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三级网络体系基本建成。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认
为，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市在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也摸索出一些经
验，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相关
服务仍不是十分完善。近年来，
我市青少年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对家庭和学校造成了极大压力，
从中折射出我市在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的预防控制工作上存
在的薄弱之处。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

没有较为完善的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一般涵盖免费心理
热线、学生心理讲座、心理教师
配备、学生心理评估、教师及家
长心理知识讲座、在线心理科普
及讲座等。我市于 2019 年成立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并
在区县 （市） 设立了 10 个心理
辅导中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部分心理危机事件。但从现状
看，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青少年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心理健康问
题干预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上，学校及家长意识薄弱。近年
来，在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中，儿
童和青少年的接诊率逐年上升，心
理状况不容乐观，很多孩子因病辍
学。但因对心理问题进行正确鉴别
和干预的普及力度小，部分学校及
家长意识仍十分薄弱，对于青少年
的心理变化不能及时察觉，有相当
部分患者甚至因为病耻感耽误了病
情。部分学校对于已经发生的学校
危机事件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部
分学生发生次生心理问题。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不全
面、专业人才少。学校的专职心理
教师配备不足，从事心理健康教育
的其他学科老师专业化水平也亟待
提升。很多学校虽然开设了心理健
康教育课，也设置了心理咨询室，
但形式大于内容，没有真正发挥作
用。部分学校的心理老师由具备一
定经验的其他学科老师兼任，有些
学生的心理问题已经超出了心理老
师进行心理干预的能力范畴，需要
咨询转介，但学校普遍缺乏与专业
机构对接的渠道，往往得不到社会
力量的有效支持。而专业机构的青
少年心理专家数量有限，往往一号
难求，很多孩子得不到及时的诊
治，延误了病情。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政策
不健全、资金支持少。浙江省包括
宁波市尚未建立针对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服务的制度和流程，而且缺
乏专项资金支持，各学校仅凭自己
的需求联系相关机构开展心理卫生
教育，各专业机构也因此无法开展
持续有效的工作。

作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
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
神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宁波市
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市人大代表、宁波市第一医院党
委书记阮列敏一向关注未成年人
的心理健康，她呼吁：进一步建
立健全我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是
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
要举措，更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
的必然需求。如何进一步建立健
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今年市两会期间，阮列敏特
别提了四条建议：

其一，建立规范化、专业化
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包括校内外青少年心理服
务平台建设。校内配备专职心
理 教 师 ， 开 设 常 规 心 理 课 程

（针对学生、教师、家长），设置
心理咨询室，对学生定期进行心
理评估，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定期
请专业人员来校进行心理评估及
咨询，与校外专业机构对接建立
转诊通道，危机事件发生后请专
业人士进行危机干预；校外设立
24 小时青少年心理热线，提供针
对学生、教师、家长和特殊时期

（考前、入学） 的心理教育课程，
针对学校心理工作者开展培训及
督 导 ， 成 立 学 校 危 机 干 预 专 家
组，增设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

其二，家校联动，加强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政府层面
要重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的
宣传，扩大宣传范围，加强宣传力
度，普及相关心理学常识，逐步提
高社会各界对心理服务的认识和对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要性的接受
度。而在具体实施层面，因为学校
和家长是有机结合体，学校应该成
为家长获取心理健康知识的主要途
径，要加大家长学校心理健康课程
的普及力度。

其三，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儿童青少年
心理服务体系能否健全发展，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
量。按照每 3000 名学生配备一名
专业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标准，我
国大约需要 120 万名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但从现状看，我国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人员的总数是远远不够
的。应加强学校心理专职教师培
养，并在精神科医生中增加儿童青
少年精神科医生的培养，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此外，阮列敏还建议设立专项
资金，支持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从政府层面制定针对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导向性政
策，规范相应的制度和流程，加大
对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学校心理教师
的配备及培训、心理咨询、心理科
普、问题学生转介、儿童青少年心
理热线及危机干预等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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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自我。对自己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能恰当地评价自
己的能力。

2、信任自我。对自己有充分的信任感，能克服困难，面对挫折
能坦然处之，并对自己的失败能进行正确的评价。

3、悦纳自我。对自己的外形特征、人格、智力、能力等能愉快
地接纳和认同。

4、控制自我。能适度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5、调节自我。对自己不切实际的行为目标、心理不平衡状态、

与环境的不适应，能及时反馈、修正、选择、变革和调整。
6、完善自我。能不断地完善自己，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
7、发展自我。具备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充分发展自己的智

力，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周围环境允许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人格。
8、调适自我。对环境有充分的安全感，能与环境保持良好的接

触，理解他人，悦纳他人，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9、设计自我。有自己的生活理想，但理想与目标能切合实际。
10、满足自我。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适度地满足个人的基本

需求。
（陈敏 整理）

少年儿童心理健康十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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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康宁医院心理治疗师金琼给未成年人宁波市康宁医院心理治疗师金琼给未成年人
做心理治疗做心理治疗。。 （（陈敏陈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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