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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心理问题的防控是每位家长

都应该重视的事情，那么，究竟该怎

么做呢？李晓玲认为，不同的家庭各

有其侧重点，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而

言，适用以下3条建议：

第一，父母要懂孩子。“很多人说，

我们小时候被父母怎么打、怎么骂，都

不会出心理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就

打不得、说不得呢？”李晓玲谈到，这种

看法忽视了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给人的

心理带来的变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

层次理论，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别为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以及

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以前物质相

对匮乏，人们更加看重基本生活条件的

满足，而现在的孩子对于生理和安全的

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更加希望自

己能够被尊重。所以，“作为家长需要

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真正理解孩子

的需求，才能实现良性的沟通。”

第二，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

有的夫妻在孩子出生以后，把注意力

完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从孩子的角

度来看，如果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自

己身上，或恃宠而骄，或认为自己被

所有人监督，没有一点个人空间。如

此，便很容易行为失当或产生叛逆等

心理问题。而从家庭的角度看，如果

配偶之间互不关注，会加剧家庭的不

稳定因素，不利于给孩子的成长营造

一个好的环境。李晓玲说：“所以我

们常常建议，父母不妨在孩子面前秀

秀恩爱，多把关注点放到对方身上。

夫妻关系才是一个家庭的基础，同

时，它也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孩子成年

后的婚姻关系。”

第三，父母一定要学习。有这样

一个常见的现象：家长自己没有实现

人生理想，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

身上，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你的理

想就应该你自己去实现啊。”李晓玲

说，“即使孩子以后做到了，孩子的成

功也并不等于家长的成功。”现在很多

时候，家长要求孩子不看手机、多看

书，而自己却是手机不离手，从不阅

读，“他们忽略了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

式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此外，家

长的教育方式是从自己父母身上传承

下来的，而老一辈的教育方式已经不

能完全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孩

子的特点，所以，家长需要加强家庭教

育知识学习，了解孩子身心成长的客

观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孩子的成

长助力。

“上门体育培训”要防范“风险上门”
“教练可以到小区上课。”“在小

区就可以进行体育锻炼，时间地点

你说了算。”……近日，一些网络社

交平台上有机构或教练推出上门体

育服务项目，引发关注。从推广内

容看，这类服务主要面向 4 至 17 岁

的青少年儿童，培训项目多样，有教

运动技能的，有根据需求进行体能

训练的，还有为体育考试突击备考

的。“训练场地随意、教练资质不清、

教学内容零散，这样的体育训练感

觉像在‘打游击’。”家长李先生说。

（10月31日《南国早报》）

随着体育科目被纳入中高考考

试范围、中小学“双减”政策的落实，

以及国家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青少年儿童体育培训

需求日益旺盛，该行业也快速壮

大。一些体育培训机构或教练推出

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正是在这

个背景下出现的新生事物。

正如报道所说，“上门体育培

训”吸引家长的是省去接送孩子的

麻烦，时间上也更自由，这也是体育

培训机构和教练们所展示的最大卖

点。不少给孩子报过兴趣班的家

长，常常感觉“节假日和孩子像

‘赶场’一样，有时候一天要跑几

个地方”，对精力实在是一大考

验。若有两三个孩子，“赶场”之

忙更是可想而知，难免有“疲于奔

命”之感。基于此，“上门体育培

训”自然有了市场。

“上门体育培训”之所以成行，

还得归功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的推进。近年来，全国各地均在加

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补齐健

身设施短板。因此，不少小区基本

都有运动设施，小区周边也有公园

等体育场地，体育锻炼、培训场地能

得到一定的保障。

不过，“上门体育培训”虽然

便捷，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一，上

门课程大多只能是带有体适能性

质、对场地器材要求较低的课程；

其二，失去场馆优势，设备不齐

全，师资可能表现得不够专业，课

程也难以标准化，导致效果差强人

意；其三，比起在学校运动场馆和

专业运动场馆里训练，上门培训虽

然方式灵活，但潜在安全隐患也更

大，社会性运动场地和设施有可能

不符合标准，水泥路不适合奔跑和

跳跃，露天运动场地下雨后可能湿

滑、积水，都有可能对运动中的孩

子造成身体损伤。

由此可见，无论是机构推出

“上门体育培训”，还是家长们为孩

子报名参加“上门体育培训”，都

不可急于上马、盲目跟风。据报

道，鉴于天气影响、培训效果、人

身安全等问题，有的培训机构只是

把“上门课”作为“场馆课”的辅

助产品来开发。如果要选择“上门

课”，家长更要查看培训机构是否

正规，有无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

证，老师是否持有证明专业能力的

相关技能证书。

其实，体育被纳入中高考，归根

结底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

惯，培养体育锻炼意识。所以，体育

训练要以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而

不是让他们在文化课负担之外，新

增体育培训负担。换言之，好身体

不是突击培训出来的，平时的科学

锻炼更加重要，常态化引导孩子树

立健康生活理念，将体育运动纳入

孩子终生发展的必修课，才会让孩

子在人生的长跑中取得优异成绩并

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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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支原体肺炎”的话题

频频登上热搜，不少家长表示自

己家孩子因为支原体肺炎住院，

“阿奇霉素+布洛芬+愈酚甲麻那

敏”被认为是可治疗肺炎支原体

感染的用药“三件套”，最近在朋

友圈里热传。对此，10 月 27 日，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紧急提醒：有风险！慎用！

社交媒体“三件套”刷屏
孩子一咳嗽妈妈就买“三件套”

近日，武汉儿童医院专家提

醒：自行用药有风险，特别是阿奇

霉素等药物，需在医生或药师的

指导下服用。

武汉市民赵女士有个4岁的

女儿。10月24日，她发现女儿有

些咳嗽，联想到朋友圈里最近热

传的“支原体肺炎上岸教程”，里

面写到咳嗽是支原体肺炎“潜伏

期”的典型症状。赵女士担心孩

子正是这种情况，就按照“教程”

和另一份治疗支原体肺炎感染的

用药“三件套”，购买了阿奇霉素、

布洛芬和愈酚甲麻那敏。

为弄清楚女儿的病情，10 月

25日，赵女士带着女儿到武汉儿

童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

女儿其实是病毒感染，只要遵医

嘱对症处理，多加观察即可。

“孩子这么小，不能按照网上

的‘用药宝典’自己给孩子用药。

特别是阿奇霉素，属于抗菌类药

物，是处方药，要遵医嘱用药。”医

生提醒赵女士，即便孩子被确诊

为肺炎支原体感染，按照网络教

程吃药也不可取。

尽管在朋友圈里被热捧
阿奇霉素也不能自行随意使用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儿童肺炎支

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 年版）》，阿奇霉

素、克拉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仍是小

儿支原体肺炎的首选用药。

武汉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茂

昌介绍，经过医生判断，孩子确需服用阿奇

霉素来进行抗感染治疗，用药仍有很多需

要注意的细节。一般情况下，阿奇霉素有

两种经典疗法。

其中，3日疗法是按照10mg/kg的剂量

连续服药3天，每日服药一次；5日疗法是

连续服药 5 天，第 1 天的剂量为 10mg/kg，

第 2—5 天的剂量为 5mg/kg，每日服药一

次。

医生会根据孩子的体重、病情来调整

服药的剂量、方式。有些孩子使用阿奇霉

素后疗效不明显，或是用药后出现严重胃

肠道反应，医生也会考虑改用替代性药物，

或是选择其他治疗方案。因此，不建议家

长盲目照搬网络上的推荐，自行用药。

孩子发热、咳嗽别随意“自诊”
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就医

秋冬季节是儿童呼吸道疾病的高发

期。医生提醒，不少呼吸道疾病都有发热、

咳嗽等表现，家长不能仅凭症状就对号入

座，判断孩子是肺炎支原体感染，以致延误

病情。

每个孩子病情不同，所需药物也不一

样，没有“万灵药”。随意用抗菌药，会增加

孩子耐药风险；有些复方药，相同药物成分

一旦叠加使用，还可能损伤孩子肝肾功

能。而肺炎支原体感染是非典型病原中的

一种，既不属于病毒，也不属于细菌，没有

细胞壁，因此，使用头孢、青霉素等药物治

疗支原体肺炎，效果不佳。

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以发热、咳嗽为

主要临床表现，可伴有头痛、流涕、咽痛、耳

痛等症状，持续高热提示病情可能较重。

患儿咳嗽较为剧烈，类似百日咳样咳嗽，多

数患儿精神状况良好，而婴幼儿可能出现

喘息和呼吸困难。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剧烈

咳嗽、高热不退，应尽快带其就医。

（本文摘自“川教之声”微信）

近年来近年来，，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然而，，

谈起孩子的心理问题谈起孩子的心理问题，，很多家长都感到无从下手很多家长都感到无从下手。。学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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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带着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四川省特级教师记者日前专访了四川省特级教师、、正正

高级教师李晓玲高级教师李晓玲，，她也是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她也是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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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成果，，为全国培养家庭教育分析指导师逾百名为全国培养家庭教育分析指导师逾百名，，让我们一让我们一

起听听她的建议起听听她的建议。。

家庭是孩子成长中的第

一所“学校”，稳定、温馨、有

爱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同时，家庭环境中的负面因

素也极易对孩子的心理造成

影响。“在我们辅导的案例

中，80%的学生心理问题根

源在家庭。”李晓玲说，学生

表现出的最常见心理问题都

与家庭环境中的负面因素一

一对应：

“自卑”往往来自于过多

的指责。12岁以前的孩子，

更多的是依靠外界评价来建

立自我认知，父母认为孩子

是什么样子，孩子就觉得自

己是什么样子。家庭生活

中，父母一味地打击、否定、

批评，通常会造成孩子的自

卑心理。“老话常说，我们有

两只眼睛，一只看人的优点，

一只看人的缺点。”李晓玲表

示，“在家庭教育中，我更建

议家长们把看缺点的眼睛适

当闭上，把看优点的眼睛睁

大，把关注点放在发现和欣

赏孩子的长处上。”

“无能感”常常是因为父

母的过度包办。出于对孩子

的关爱以及想让孩子有更多

的学习时间，父母往往过多

地替代孩子完成一些事情，

总让孩子读好书就行，其他

事情不用管。等到孩子日后

需要独自面对时，一些生活

上的事便无从下手，此时父

母又责怪孩子这也不会做、

那也不会做，让孩子在心理

上产生无能感。一些父母出

于安全考虑，总是限制和剥

夺孩子的“探索欲”，孩子无

法通过体验生活累积经验。

此外，还有不少父母受社会

影响，给孩子提出高于实际

的目标和标准，孩子多次无

法达到要求后，就会在心理

上否定自己，感到无助与无

能。

“人际交往能力差”则

很可能其父母处理人际关系

时也有问题。例如，家长下

班回到家后，讲起工作上的

事就抱怨同事、抱怨领导，

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以“外

归因”的方式认识和解决问

题，认为无论出现什么问题

都是别人的责任，因此也学

着抱怨同学、抱怨老师。此

外，家庭成员在处理彼此关

系时，倘若使用语言暴力或

者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自

然也为孩子做出了反面的示

范。

家庭的不稳定因素会让

孩子缺乏安全感，家庭的过

度保护则让孩子受挫能力

差……“每个孩子身上都有

深厚的家庭烙印。”李晓玲

指出，在心理咨询中，除了

针对学生开展辅导以外，还

要对其父母以及家庭进行治

疗，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

题。

近年来，学生心理问题频发，如何

科学应对学生心理问题？李晓玲认

为，预防大于治疗，将心理教育工作前

置尤为重要。“很多人都是在出事以后

才关注心理问题，而对于心理健康来

说，‘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在预防心理问题的路上，最大的

“拦路虎”莫过于认识不足。“这体现在

很多方面。”李晓玲谈到，我们能直观

地关注到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成绩

等，而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变化则很

容易被忽视，即便家长注意到了孩子

的心理问题，也常常因为缺乏专业知

识和处理技巧，导致问题不能及时得

到解决。此外，学校围绕教育教学开

展日常工作，很难时刻关注到每一位

学生的心理变化，还有社区对心理健

康知识的普及不够，甚至学生自己都

没有科学认识心理问题等，这些因素

都是预防心理问题产生所面临的实际

困难。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学生

心理健康的关注，情况在大为好转。”

李晓玲说，观念的转变让大众认识到，

只有家庭、学校、社区、医院等主体之

间形成合力，才能共同为学生心理的

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而对于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学

生，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仍是解

决问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

要避免陷入另外一个误区——迷信药

物。“随着医学的发展，药物治疗对于

一些心理问题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

但不要认为一味地吃药就能治好心理

疾病。”李晓玲说，心理治疗基于心理

机制，而医药治疗基于生理中的病理

机制，两者并没有完全契合，过度用药

产生的副作用会给孩子造成长远影

响，必须寻求专业意见。

学生心理问题高发
80%根源在家庭

预防大于治疗
“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Hold”住孩子的心
给家长3条实用建议

育育育“““心心心”””先治先治先治“““家家家”””
——专访四川省特级教师、注册心理咨询师李晓玲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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