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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路上总会遇见风风雨雨——

整理好心情再出发

再度过一学期，中小学生就要升
入新的年级或学校，开始新的学习旅
程。遗憾的是，有的学生因不能合理
规划学习进度而出现心理疾病。如
果你也在新学期里因压力过大而出
现了心理问题怎么办？国家注册心
理咨询师张素霞为你问诊。

对于果果（化名）来说，三
年来他无法理解的是：每次考
试时，只要一进考场，他就会肚
子疼。

果果的妈妈高女士介绍，果
果今年12岁，在涧西区某小学上
六年级，“记得孩子在三年级期
末考试前，他的爷爷突然去世。”
为此她给孩子请了5天假。办
完丧事后的第二天，就该期末考
试了，当时，孩子说他没有复习，
害怕考砸了，不想参加考试，但
在高女士的坚持下，果果还是参

加了考试。结果老师刚发完卷
子，果果就感觉肚子疼，最终放
弃了考试。高女士说：“从此，孩
子就落下了一考试就肚子疼的
毛病。”

刚开始高女士并不在意，但
以后每次遇到考试，果果就会肚
子疼，高女士便带他去医院检
查，结果B超、CT、核磁共振都做
了，却没查出任何毛病。

张素霞：果果的症状，是心
理问题躯体化的典型表现。因
为任何一种心理问题的出现，都

有其诱因。果果因为爷爷去世
而没有进行考前复习，担心自己
考不好本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表
现，但他妈妈坚持让他参加考
试。于是，为了给自己“考不好”
找借口，他便因为心理问题而出
现肚子疼的症状。

果果的这一“负性经验”不
但为自己没有考好找到了理由，
而 且 因 此 也 躲 过 了 父 母 的 责
备。于是，这一“负性经验”就

“固着”在他的潜意识里，导致他
每次进考场就会感觉肚子疼。

张素霞建议，对于有“心理
问题躯体化表现”的孩子来说，
家长首先要多观察孩子，找到

“固着”点的诱因，帮助孩子走出
心理误区。

其次要降低对孩子考试分数
的关注度，既不要进行分数攀比，
更不要因为孩子一次没有考好就
批评或是打骂。要帮助孩子找出
没有考好的原因，多与孩子的班
主任沟通，让老师尽可能地对孩
子的每一次进步都给予肯定和鼓
励，逐渐引导孩子自行“脱敏”。

□记者 李书平

一进考场，他就肚子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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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上小学成绩一直在班

里排第一，现在虽然上初二了，她
的成绩仍排在年级前10名。”谈
起女儿小琳（化名）的学习，王女
士一脸自豪。

王女士介绍，她比较看重孩
子的分数，每次考试前都会鼓励
孩子考出好成绩。但让王女士感
到困惑的是，从初一开始，小琳每
次考试前都会感冒几天，而且例
假也不正常。

王女士回忆，女儿第一次出
现这种症状，是在初一期中考试
的前一天。头天夜里复习时，可
能是空调温度调得太低，第二天
小琳就感觉头痛,继而发烧、流鼻
涕。王女士本来不想让女儿参加
考试，但小琳坚持要去，“结果从
那时起，每次考试前，孩子都会感
冒，而且心情很烦躁，例假也提
前。”只要考试一结束，这些症状
就会消失。

张素霞：小琳考试前出现的感
冒等不适，是心理问题躯体化的具
体表现。对于小琳来说，她可能知
道自己的这一症状与考试有
关，但她无法控制自己。

初中阶段是孩子青春期
表现最为突出的阶段，可以说
他们的成长压力比学习压力
大得多，而家长对孩子的
关注度则停留在小学阶
段，这在无形中给孩子增
添了新的压力。

作为家长首先要理解
孩子，多与他们沟通，对于
学习成绩不错的孩子，要

在关注他们学习的同时，培养孩
子的兴趣爱好；对于学习成绩一
般的孩子，则应注意发现他们的
长处，培养孩子新的成长点。

针对像小琳这样的孩子，家
长不妨进行一些药物预防，比如
在考试前，让孩子服用一些维生
素，或感冒颗粒、五味子糖浆等，
这既能治疗孩子的病症，也能给
孩子一种心理暗示，让孩子在心
理上有所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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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肖刚（化名）时，他正

坐在屋里摆弄着变形金刚。
记者说明来意后，他先是不

愿多谈，后在陪同老师的劝说
下，他才说出了自己的“不幸”。

肖刚今年22岁，曾连续4
年报名参加高考，但均因为骨
折而放弃。

肖刚的父母在金融部门工
作，肖刚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
绩都很优异，他本想考取一所
大学的中文系。但他的父母自
认为在金融系统有一定的人脉
关系，如果肖刚学习金融类专
业，毕业后不但工作好找，而且
收入也不低，为此他与父母发
生了激烈冲突，结果就变成了
现在的样子。

肖刚说，第一年高考前，因
为选报志愿与父母发生冲突，
所以在复习时没太用功，结果
他在高考前与同学踢足球时，
造成右小腿骨折。高考时，父
母坚持让他拄着拐杖参加考
试，但他则以无法行走为由拒

绝了父母的要求。
接着，他复

读了一年。但
在高考前的4月

份，他在练习单杠时不慎摔下
来，造成右手手腕骨折。因为
无法握笔，他再次放弃了高考。

第三年和第四年，他分别因
为考前右脚踝骨骨折和右膝盖
骨折而放弃高考。“我就像一个
废人一样整天待在家里。父母
让我继续复习，但我已对上学失
去了兴趣……”肖刚说。

张素霞：出现这种情况，肖
刚和他的父母都有责任。就肖
刚而言，他对父母给自己的选
择并不满意，但他又无法说服
父母，为了减轻考前压力，或者
说为了反抗父母给予的安排，
偶然出现的踢足球造成“骨折
事件”，就成了他反抗父母的借
口。从此，骨折这个意外便“固
着”在他的潜意识里，成了他回
避高考的一个理由，结果就出
现了连续性骨折。

张素霞建议家有考生的家
长，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
子，尤其是在选报志愿时，家长
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否则各种意
外都可能随之发生。

此外，作为家长一定要明
白，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呈现
多样化趋势，考取大学固然重
要，但考不上并非死路一条。
因为对孩子来说，成人比成才更
重要。因此，既要关注孩子的智
商发展，更要关注孩子的情商发
展。作为考生，则要理解父母的
苦心，一旦在学习或选报志愿上
与父母发生冲突，要讲明理由，
以求得到父母的理解。

调整心态连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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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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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电话：63253328

专家热线：13837913134
15896676177

每次考试前，她都会感冒 四次高考前，他都遭遇骨折

心态
新学期学生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