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放学回来就进自
己的房间，都不愿意跟我们
交流，我们该怎么办”

“孩子不去读书，每天待
在家，我们该怎么办”

“孩子每天就一个手机，做
作业也要手机，我们该怎么办”

“学习压力大，怎么办？
每天感觉很烦”

“爸妈不懂我，
感觉好累”

“在学校好朋友都不
理我，我很孤独”

父母说的

最多的三句话

孩子们说的

最多的三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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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问题、学习问题、教育问题……遇到孩子的
心理问题，你有没有想到拨打心理热线求助？记者
从宁波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了解到，2020
年市未成年人心理热线共接到来电667个，其中未
成年人本人来电占比42%，父母来电占比58%，学
习问题引发的亲子冲突是求助的主要原因。

“不说学习母慈子孝，一说学习鸡飞狗
跳”，不少父母对此深有感触。盘点去年未成
年人心理热线接到的咨询电话，“学习”是出
现频率最高的词。

孩子们说的最多的三句话是：“学习压力
大，怎么办？每天感觉很烦”“爸妈不懂我，感
觉好累”“在学校好朋友都不理我，我很孤
独”。

父母说的最多的三句话是：“孩子不去读
书，每天待在家，我们该怎么办”“孩子每天就
一个手机，做作业也要手机，我们该怎么办”

“孩子放学回来就进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跟
我们交流，我们该怎么办”。

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秘书长杨红英介
绍，在来电咨询问题中排前三的分别是：情绪
问题（抑郁、焦虑、害怕、烦躁），占20.2%；学
习动力不足（厌学、逃避上学、恐惧上学），占
19.9%；亲子沟通障碍（不愿意与父母沟通、
亲子冲突升级），占12.1%。此外，来电咨询
的问题还包括网络成瘾、自杀、非自杀性自残
问题等。

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烦恼不尽相同。
对来电咨询的孩子进行分析发现，小学生来
电占未成年人来电的14.7%，对于小学生来
说，比较集中的问题分别是情绪问题（41.5%）、
学习动力不足（20.7%）、亲子沟通障碍
（16.9%）。另外，品行问题（偷东西、撒谎）、多
动症问题（注意力不集中）也比较突出。

初中生来电占未成年人来电的55.4%，
比较集中的问题分别是：学习动力不足
（22%）、情绪问题（16.5%）、网络成瘾/手机成
瘾（15%）。

高中生来电占未成年人来电的29.9%，
比较集中的问题分别是：情绪问题（24.0%）、
亲子沟通障碍（18.5%）、学习动力不足
（15.7%）。同伴关系、人际关系困扰也比较
突出。

“学习”是最频繁出现的词

孩子们白天都要上课，因此，晚上是心理
热线接受咨询的高峰时段。几个月前，杨红
英接到两个初中孩子的电话，她至今仍印象
深刻。

“阿姨，我受不了了，不想回家了。”一天
晚上9点多，心理热线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一
个女生稚嫩的声音。这是一名初二女生，成
绩很好，年级排名20名左右，母亲对她的期
望很高，为了她能冲进年级前十，周末培训班
给她报了6个科目，另外还有钢琴课，母亲说
练习钢琴是为了提升她的气质。

周末时间全部用来上课，这让女孩感到
非常压抑，除了睡觉，她感觉没有自己自由时
间，非常痛苦。女孩多次提出希望减少培训
班，但母亲不答应。一次期中考试后，她厌学
的情绪越来越重，开始逃课，经常一个人躲在
房间或者厕所里。

拨打心理热线的那个晚上，她想到双休
日又是一堆培训课等着她，于是就没有回家，
而是背着书包在街头游荡。

经过杨红英半个小时的劝解，女孩回
家了。杨红英还通过女孩要到了她父母的电
话，并给女孩父母打去电话，希望他们不要责
怪孩子，要跟孩子好好沟通。

还有一个凌晨3点打来的咨询电话更让
人揪心：这是一名家住农村的抑郁症女孩，打
电话时手里还拿着刀，有自残倾向。

女孩说，父母不理解她因为疾病而导致
的情绪问题，不但不能安慰她，还常常责怪她
太“作”，这让她十分痛苦。电话里，杨红英一
边安慰女孩别做傻事，一边听女孩倾诉着自
己的不开心。经过40分钟的电话沟通，女孩
的情绪渐渐平静，听从劝说，去睡觉了。挂电
话前，杨红英还给女孩出主意：父母不好沟
通，那就多找找疼爱自己的奶奶，把自己的不
开心和奶奶说一说，也可以向医生求助。

“家长给我们打求助电话时，常常会根据
孩子的问题去找外部环境的原因，比如说，是
不是学校的教学方式太过死板了、是不是由
于老师的不当行为引起的、是不是孩子在学
校受同学欺负了……”杨红英说，家长说的这
些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作为家长，是否也能
从自身去找找原因，问问自己是否给了孩子
过多的压力？

深夜接到的热线
最让心理专家揪心

“未成年人心理热线接到的问题大多是
由亲子矛盾引起的，家长对孩子限制得比较
多、导致孩子反感是最常见的原因。”宁波市
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诊疗中心主任张文
武主任医师说，要想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家
长自己要先以身作则。首先，夫妻关系是家
庭的核心关系，夫妻关系不好，会影响孩子和
别人的交往模式。其次，父母的教育观念是
否一致也很重要，不要让孩子卷入父母观念
不一致的冲突中，或是让孩子站队，这对孩子
也会造成不好的心理影响。

此外，如何适度和孩子沟通也很重要，家
长要认识到孩子在逐渐长大，不要总是觉得
孩子不够成熟，不要过多保护和干涉，教育的
时候要多想想孩子需要什么，而不是从缓解
家长自身的焦虑出发。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宋平

如何与孩子沟通？
看看专家怎么说

2010 年8月，宁波市未成年人心理热线
81859666开通。2017年6月1日起，热线全天
24小时开通，有100多名国家二、三级心理咨询
师轮流值班，为有需求的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
供情绪问题、亲子问题、网络成瘾、行为问题和
自杀危机等方面的公益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

■新闻链接

去年，市未成年人心理热线接到600多个求助电话
孩子和家长说得最多的是这两句话——

“学习压力大，父母不懂我，怎么办？”
“孩子不读书，每天玩手机，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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