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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0 月 10 日电（记者
李志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共同守护美好未来”。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
化”发展趋势，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心理健康专
家表示，抑郁、焦虑、多动症、抽动症、孤
独症是目前儿童青少年常见心理行为问
题和精神障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
员会委员、山东省戴庄医院儿童青少年
心理科主任钱丽菊表示，儿童青少年的
抑郁检出率高，但就诊率低，部分孩子甚
至长期处于社会适应不良状态，无法正
常上学或保持正常的人际交往。针对这
一诊疗现状，提升大众对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认知迫在眉睫。

“打个比方，如果孩子发烧了，家长
都会迅速应对，既要消除发烧症状，也会
搞清楚病因。同样，对待孩子的心理问
题，也需要认真应对，既要及时关注处理
心理问题，也要尽早找到心理问题的病
因。”钱丽菊表示，目前大众对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了解仍然不足，关注、应
对欠及时，导致延迟诊断和干预。

钱丽菊表示，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孩
子在0岁~3岁时是安全感、信任感建立

关键期，父母要多陪伴、多关爱；3 岁~6
岁时，父母要适当放手，让孩子尝试培养
自主、自信；6岁~12岁要鼓励孩子坚持，
培养孩子勤奋刻苦品性；12岁~18岁时，
父母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能担当和有
责任意识，能知道自己是谁、要干什么。

中学阶段是出现抑郁、焦虑情绪的
高发阶段。“青春期叛逆和心理健康问题
有时候不太好区分，所以有些家长更愿
意相信孩子是青春期叛逆，而忽视了孩
子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钱丽菊表示，
叛逆期是正常的青少年发展阶段，而抑
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处
理，可能发展为精神心理疾病。

专家建议，当孩子出现生活作息改
变、情绪明显波动、话少、生活兴趣下降、
容易急躁、厌学、人际交往被动或者头痛、
胸闷等多种躯体不适问题时，父母需要关
注孩子的心理发展动态，去听去看孩子发
生了什么事，去感受孩子的感受，做倾听
者、支持者，适当时候提供建议和帮助。

如果仍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就要
寻求专业帮助，评估孩子的心理健康状
况，然后在评估基础上，或接受心理治
疗，或到精神科就诊。心理问题一旦发展
为精神心理疾病，就不是简单的心情不
好或心态不好，而是会给孩子带来身心
双重伤害的疾病。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每
一个家庭。相比身体健康，心
理健康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影响同样深远。有调查
显示，随着学习压力、成长环
境等变化，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正出现低龄化趋势。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
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今年
的宣传主题确定为“促进儿童
心理健康 共同守护美好未
来”，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身心
成长和人格养成的时期，心理
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除了生理因素外，成长环境、
父母关系、学校教育、同辈群
体交往等都会影响孩子的心
理发展。

一系列研究表明，过大的
压力会诱发焦虑、抑郁等负面
情绪。如果家庭和学校教育只
重视学业的单一维度，忽视对
孩子热爱生活、理性平和、乐
观向上、坚韧不拔等精神品质
的塑造，也会让孩子内心的弦
越绷越紧。

给孩子心理松松弦、减减
压，专业化认识不可或缺。专
家指出，儿童青少年时期形成
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有可能
伴随终身，如果恶化还会进一
步导致精神障碍。这不像简单
的感冒发烧，“扛”过去就好
了。因此，家长和老师需要多
了解一些心理健康知识，多关
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变化。在考
试、升学等儿童青少年成长的
重要节点，注意观察孩子的生
理、情绪、行为、学业、人际关
系等重点变化，恰当处理情感
等关键因素，必要时还可向专
业人员求助。

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事
关民族未来。影响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来自多方
面，积极应对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通过营造良好的家庭、学
校、社会环境，减轻青少年儿童
的心理压力。

近年来，心理健康和精神
卫生工作已经纳入全面深化
改革和社会综合治理范畴，相
关部门设立了国家心理健康
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开展了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探索覆盖全人群的社会心理
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今年4
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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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加强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更加重要的位置。

多方协作，综合施策，呵护
好童心，才能让一代新人更健
康成长，守护好民族未来。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新华时评·

呵护童心
守护未来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

综合施策
提升儿童心理健康促进能力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关键，是坚
持预防为主、群防群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说，这需要各部门、各行业
甚至全社会都来关注，把这项工作纳入社会
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来协同推进非常重要。

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
见》，就做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作出明
确部署；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常见精
神障碍疾病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
试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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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各级政府部门工作职责，将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近年来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一
级巡视员刘培俊表示，要把促进身心健康作为
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前提，融入教育教学、管
理服务的各个环节，家庭、学校、社会的各个环
境，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条件。

早期干预
关注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多重因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
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表示，儿童青少年处于
心理健康的快速发展期，包括生物、心理、社
会、环境等内外多重因素都会对他们的心理
健康产生影响。

专家介绍，引起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

题的内因主要包括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一些认知、情绪和行为偏差，比如认知扭
曲、情绪不稳定、抗挫能力较差、心理韧性不
足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等
相关环境造成的压力，比如父母教育方式、早
期教育适应程度等。

“心理健康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诊断治疗
好，可能会影响终身。”郑毅说，早期干预非常
关键，建议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孩子情
绪、行为上潜移默化的变化，比如睡眠习惯改
变、进食出问题等，学会识别孩子到底是心理
障碍还是正常心理发展、青春期变化。情况严
重的应尽早让医生进行正确评估。

家校协同
营造良好成长生态

当前，学校、家庭、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而在呵护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多方主体当中，离孩子们最近
的就是老师、家长。

“学校用心关心关爱学生，让学生‘在校
如在家’，家庭善于教育子女，让孩子‘在家如
在校’。”刘培俊表示，在学校方面，各科老师
及教职员工都要担负起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
一份责任，营造融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
同时，家庭也是一所特殊的校园，家长们可以
主动配合学校做好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树立
正确的家教观、育儿观和成才观，掌握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技能。

李大川表示，全国多地持续主动开展工
作，在资源配置、财政投入、人才培养各方面为
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提供保障措施。下一步，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完善相关
考核和推进机制。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精神卫生日：：

认真对待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聚焦世界精神卫生日聚焦世界精神卫生日：：
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共同守护美好未来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
卫生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
生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格
外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

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
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综合
治理范畴；加强儿童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三个
专项促进行动，强调早期干
预……9 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布会获悉，相关
部门、社会各方正共同努
力，积极应对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守护孩子们的
美好未来。

▲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