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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他山 之 石

二年级的嘟嘟是个确诊的“阿
斯娃”，也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
儿。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孤独症谱系障碍，主要表现
为心智的发育落后。通俗来讲，孩
子只是控制情商的地方发育得有
点慢，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晚熟。

不过，嘟嘟的情况十分轻微，就
诊后经医生们综合研判，这种情况
轻微的孩子智力发展正常，建议家
长对孩子进行矫正、干预的同时，可
以试着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但在学校里，嘟嘟总是因为自
己的“不同”而感到难过。当他感
觉前桌的女同学有点胖的时候，他
会不顾对方感受地告诉她：“你长
得有点胖。”当他无意间听到同学
们私下给老师起外号的同时，他会
直接告诉老师：“他们给你起了个
外号！”如果他感觉你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对，不管对方是老师还是同
学，都要据理力争、一辩到底。

社交上的不当行为，让同学们
对嘟嘟敬而远之。嘟嘟妈妈明白，
儿子这股子单纯、幼稚的“轴劲
儿”，其实就是他刻板行为病症的

表现。为了让孩子“合群”一点儿，
嘟嘟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孩
子表现得正常点儿。

妈妈急于矫正孩子病情产生
的过度焦虑，也激化了嘟嘟的“拒
学”情绪。本就在集体中受到冷落
的男孩，在家庭中也感到无援。双
重打击下，他多次哭闹着表示不愿
再去上学。

李瑛告诉嘟嘟妈妈，患阿斯伯
格综合征的孩子智力基本是正常
的，他们可以应付一般的学习任
务，但因心智发育落后，而显得“情
商低”。因此，融入社会的“阿斯
娃”容易因缺少共情能力而出现社
交困难。

【专家开方】
辅助孩子模仿学习社交技能

李瑛说，事实上，“阿斯娃”可
以通过社交技能的后天模仿和学
习，来弥补社交缺陷、解决社交难
题。“与其纠结于孩子种种不正常
的小细节，不如切实地辅助孩子锻
炼学习社交技能”。
据《北京晚报》

记者探访北京首家“拒绝上学门诊”医生详解——

孩子为什么会突然“厌学”
不久前，北京儿童医院推出了北京

首家“拒绝上学门诊”。开学后，这个门
诊就诊患儿明显增加，大多数是初中生
和高中生。

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
瑛说，青春期、前青春期是“拒绝上学”的
高发时段，孩子们不想上学的理由也是
五花八门。青春期带来的情绪波动、学
业压力增大导致的心理不适、与父母沟
通不畅造成的亲子矛盾，都是诱因。“孩
子‘拒绝上学’时，父母的做法很重要，
父母要保持稳定情绪、积极面对问题，
接纳、陪伴、鼓励孩子走过人生一段特别
的路”。

案例1
“学霸”也有失控时刻

9月中旬的一天，初三男生
小禹在妈妈的陪同下到“拒绝
上学门诊”就诊。开学不久，他
就坚决不去学校了，这可把父
母急坏了。

经仔细询问，李瑛了解到，
小禹是在初三开学摸底考试出
成绩后突然“拒绝上学”的。原
来，小禹一直是大家眼中“别人
家的孩子”，小学至今一直保持
着年级一二名的好成绩，父母对
他寄予厚望，但稳定的好成绩，
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每次
考完试，看着自己的排名，小禹
总是在心里来回复盘——“错得
应不应该”“下回怎么提高”“名
次能不能保持”……

上初中以后，小禹心态逐
渐失衡，母亲的监督鞭策也渐
渐令他感到难以忍受。“时常我
一张嘴，就是一场‘大战’。”小
禹妈妈说。

紧绷在心里的那根弦，终
于在初三入学摸底考试出分的
那一刻断裂了。不理想的成绩
触动了“爆发”的按钮，长期淤
积在小禹心里的压抑和不安喷
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拿着
成绩单回到家，他说什么也不
肯回去上学了。任凭妈妈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嘴皮子都磨破
了给他谈紧迫性、讲道理，他都
无动于衷。“理智上，我清楚自
己应该去上学、备战中考。但
我实在不想回到课堂和竞争的
环境里，我过不了自己这一
关。”小禹说。

李瑛为他进行了系统、专
业评估和检测。结果显示，小
禹的焦虑和抑郁都达到中度水
平。好在症状持续时间不长，
尚不需要药物干预。李瑛为他
开具了缓解情绪问题的“数字
药”，要求他每天晚上坚持在诊
疗平台跟着音频指导进行数字
正念相关的干预和训练。

同时，李瑛还给小禹制订
了渐进式“回归”的过渡上学方
案。他建议，小禹不必强求自
己一下子就回到不适的环境
中，可以每天先到校门口打卡，
制定一份居家作息时间表，在
家坚持自律学习。等情绪和心
态有所平复后，可以给自己加
一点“难度”，每天去上半天
学。等到状态完全调整好了，
再回到正常上学的状态，循序
渐进地推动复学。

【专家开方】
父母要学会适度放手

每一个焦虑的孩子背后都
有更加焦虑的家长。给孩子确
定诊疗方案的同时，李瑛也给
小禹的父母提出建议：面对快
速成长的孩子，家长要稳住。
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
学会适时、适度往后撤。“不要
让过多的声音干扰了孩子的选
择，让摩擦导致的亲子矛盾影
响了孩子的心态”。

“大概多久没去过学校了？”面
对医生的提问，初二男生岚岚没有
回答，脸上写满桀骜不驯。“半个多
月了，好说歹说就是不去。”妈妈替
他回答。

“她在事前完全没有跟我商量
过，暑假的时候突然通知我，帮我办
理了转学。”原来，由于妈妈工作调
动，这学期开学，原本在北京上学的
岚岚，转学到了天津的学校。男生对
妈妈的擅作主张感到十分不满。迫
于无奈，开学还是来到了新的班级。

骤然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和熟
悉的好友，岚岚感到不适和孤独。
再加上岚岚是一个“酷男孩”，上学
没几天，他就因为一点小摩擦，和
几个同学在卫生间里打了一架。
好在被及时到场的老师劝住，大家
都没受伤。

从此，岚岚就不愿再去上学
了，在家里跟父母也成了对抗关
系，一开口就剑拔弩张。焦急万分
又无计可施的妈妈，只好带他来看

“拒绝上学门诊”。
“孩子已经逐渐有了独立自主

的意识，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交
圈，许多事应该商量着解决。”李瑛
告诉岚岚妈妈，孩子的心结首先在
于生活出现了没有选择、没有预告
的巨变。关于这一点，李瑛建议岚
岚妈妈跟孩子耐心沟通、诚恳道
歉，打开心结，以后也要尽量避免

在未经前期沟通的情况下，为孩子
强行作决定。

同时，孩子在校园里出现的矛
盾，超出了他独立解决的能力范
围。这也是他拒绝去学校的另一主
因。对于未成年人自己无法摆脱的
困境，父母和学校应该介入，辅助他
们解决。李瑛建议岚岚的妈妈出面
与学校老师谈谈，由学校组织矛盾
双方的家长见面处理冲突。“针对岚
岚在新学校遇到的社交难题，家长
还可与老师沟通，恳请老师动员同
学们多给予关心和帮助，帮助‘离
群’的孩子早点融入新班级”。

【专家开方】
父母要帮助孩子“找自己”

“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是孩子
们比较容易产生校园人际矛盾的
阶段。”李瑛说，这个时段如果没有
找到固定的、可以互动的伙伴，孩
子容易出现融入困难。

青春期、前青春期是孩子心理
成长的重要阶段，主要的心理发展任
务是寻求“独立自我性”，认识到“我
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对此，家
长也可以主动进行引导，比如，多问
问孩子：“你怎么评价自己？”“你的性
格特点是什么？”“你的优点和缺点是
什么？”如果孩子在摸索中对自己有
了充分的认识，那么在融入和互动的
过程中就会更自信、更自如。

案例2
“酷男孩”转学难合群

案例3
“阿斯娃”社交遇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