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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及其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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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心理问题及与行为偏差主要表现在情绪问题、人际问题、性心理问题、自我成长问题、沉

迷于网络问题和自我伤害行为等, 留守青少年更表现为焦虑不安、敏感、寡言少语、自卑、胆怯。针对

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 提出了应该从社会、家庭、学校和自身四个方面采取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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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证明, 心理压力可导致人体一系列的体征改变和临床症状, 当青少年在承受某种心理压力

后, 常表现出诸如偏头痛、复发性口腔溃疡、支气管哮喘等临床症状, 且治愈后易频繁复发, 复发的主

要原因是心理因素所致[ 1]。其心理问题如得不到及时地和有效地干预, 临床症状亦不能达到彻底地治愈

的目的。就此, 我们主要针对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进行分类分析, 并提出了心理干预措施。

1 青少年心理问题及行为偏差分析

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是指人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情绪、思维或行为上的困难, 多半是源于心理的应激

或困难[ 2]。WH O把青春期定义为 10~ 19岁 [ 3]。有研究显示, 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发生率在 15%~ 30%

之间, 另一项研究发现其发生率为 21 6% ~ 32% , 且有上升趋势 [ 4]。常见的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主要

有以下几种。

1 1 情绪问题

1 1 1 抑郁 青少年抑郁主要表现为心情抑郁、表情苦闷、对事情没兴趣、没有食欲、失眠或者睡眠

过多、疲乏; 感觉自身无价值或有罪; 注意力不集中, 或思考能力下降; 言语减少、语速缓慢、语音低

沉或整日沉默不语
[ 5]

, 严重者会想到结束生命; 抑郁症是引起自杀的首要原因。

1 1 2 焦虑 青少年中最常见的焦虑是考试焦虑 [ 6 7]。主要表现为每逢考试即心慌、失眠、苦恼、不能

静坐、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下, 一场重要考试失利, 在往后所有考试时都会有严重的焦虑情绪。

1 1 3 厌学、上学恐惧 学生由于成绩差而受到歧视、嘲笑、被忽视, 从而产生厌学情绪。校园欺侮

现象的存在会使学生产生上学恐怖。与老师发生冲突, 也可使学生产生厌学、恐怖情绪。主要表现为逆

反心理、厌学情绪、恐惧情绪 [ 5]。

1 2 人际问题

学生由于不适应新环境而表现出内向、胆怯, 回避、嫉妒、害怕孤单、不满, 不知道如何修复矛

盾, 交往受阻。人际问题会影响到学生心理健康, 产生孤独、寂寞、空虚、封闭、敏感、多疑、踌躇等

心理, 影响自信心的形成。

1 3 性心理问题

中学生正值青春发育期,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是生理发育迅速成熟与性心理相对滞后的矛

盾。孔美荣等[ 2] 认为性心理问题占青少年心理咨询的首位, 为 26 88%。常见的性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

性体像意识的困扰、性意识的困扰和性行为的困扰, 青少年的性行为主要是自慰性行为、边缘性行为和

婚前性行为, 其中以自慰行为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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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自我成长问题

1 4 1 自信心不足 青少年期是形成自我同一性的时期, 有些学生对自己评价比较低, 因长相, 出身

与能力等原因而产生自信心不足与自卑的心理。

1 4 2 不能接受现实 有些青少年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优秀, 或抓住自己身上的缺点不放, 在理想和

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 不能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 对现实失望, 对未来失去信心[ 8] 。

1 4 3 依赖性强 有些青少年独立性差, 离开父母就恐慌、闹情绪, 对于未来没有自己的规划
[ 3]

; 或

是依赖同学, 做任何决定都要问同学的看法。

1 4 4 抗挫折能力差 有些青少年抗挫折能力差, 一旦生活中发生了挫折、不顺, 或者是想要的得不

到、已经拥有的失去了, 就一蹶不振、唉声叹气, 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全盘否定自己。

1 5 沉迷于网络问题

研究发现, 我国 18岁以下的网络用户所占比例为 16 6%, 超过 1842万人
[ 10]
。然而各种关于青少

年因沉溺于互联网导致学业下降、行为出轨、心理问题的报道也屡见不鲜 [ 9, 11]。过度沉迷网络对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以情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被人机关系所取代, 青少年与社会、他人的交

流减少, 对现实环境的感受力减弱, 情感日趋冷漠, 情绪低落、思维迟缓, 加剧了个体的抑郁和社会恐

怖。造成精神不振、成绩下滑, 是引发心理压力的主要根源。

1 6 自我伤害行为

自我伤害行为是指在没有自杀动机的情况下, 个体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 但不具致命

性
[ 12]
。自伤方式主要有撞头、掐自己、吞食异物、用刀片或锋利的物品割手腕, 用利器划破皮肤, 斩

手指、脚趾等[ 13] 。有研究显示中学生总体自伤率为 22 3% [ 14]。

1 7 留守青少年心理问题

留守青少年大多是农村的学生, 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孤独无助。主要表现为焦虑不安、敏

感、寡言少语、自卑、胆怯。

2 青少年心理问题及行为偏差干预策略

针对以上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 我们认为应该从社会、家庭、学校和自身四个方面采

取干预措施。

2 1 社会干预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应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社会有责任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建议措

施: 一是要降低对学历的重视; 二是要加强对网吧的管治; 三是要提供社会实践机会; 四是要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

2 2 家庭干预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心理健康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Baumr ind提出了 3 种

教养方式, 即专制型、权威型、放纵型。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特点采取合适的教养方式, 多与孩子沟

通, 尊重孩子的意见, 多站在孩子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给予孩子信任和安全感。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成

长, 对孩子的心理问题保持敏感性, 及时发现孩子可能存在的问题。要稳妥地应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发现了问题要保持冷静、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对孩子的问题进行全面的了解, 及时带领孩子求治和安抚

孩子的情绪, 陪同孩子共度难关。

2 3 学校干预

学校对青少年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进行干预是整个干预措施中最重要的环节。要结合实际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 讲座及活动, 重点针对青少年进行性心理与性医学教育、挫折教

育和珍爱生命教育。学校要成立心理咨询室, 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安排固定的时间为学生提供多种

形式的咨询服务。对全校学生进行心理问题筛查, 建立心理档案。对教师进行定期的心理培训、自杀预

防和危机干预的培训, 提高教师对学生心理问题的敏感性及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减轻对考试成绩和名

次的重视, 引导学生注重自我综合素质的培养与评价。组织多种形式的性教育: 包括课堂讲授、读书指

导、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心理咨询与同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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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自身干预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及行为偏差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预防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及行为偏差要

从青少年自身做起。一是要加强对自身的认识, 提高自信心、增强自尊心; 二是要学会倾诉; 三是要学

会与同学友好相处; 四是要培养自已抗压能力和受挫耐力; 五是要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六是要多阅读经

典著作拓展知识面, 加强自身的修养; 七是要锻炼身体。

社会、学校、家庭要积极合作, 协调一致, 共同致力于预防和治疗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青少年自身

也要充分利用社会、学校、家庭提供的资源, 认识自身的特点, 主动沟通, 积极求助, 不断完善自己。

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部分原因在于心理问题。我们对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与行为偏差进行了分

类分析, 提出了有效的干预策略, 一则增加了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了解; 二则呼吁全社会、学校、家

庭加强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及行为偏差的重视, 并进行有效地预防和干预, 使社会、学校、家庭和青少年

自己更加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做到早发现、早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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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加强实习护生手卫生教育

树立手卫生观念, 定期进行洗手教育, 充分了解医院感染的危害和手卫生的重要, 提高对手部卫生

观念的认识, 对实习护生必须行岗前教育和培训。

加强人员管理, 强化有效培训, 强化实习护生对手卫生知识的理解和执行, 对培训的内容进行考

试, 起到督促作用。

选择理论实践基础扎实、责任感强的临床老师带教, 而临床带教老师一方面要自觉学习、不断更新

知识提高对手卫生重要性的认识, 把先进理论知识与临床工作相结合, 并带头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另一

方面要严格要求、规范操作、严格监督, 通过带教老师的 言传身教 使手卫生执行成为每一个实习护

生的一种自觉行为, 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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