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例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童保

健科胡尔林教授，毕业于中南
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童保健
科主任医生，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 国家二级保健管理师，
从事儿童保健和儿科健康研

究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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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才6岁，却事事苛求完美
11月28日下午5点10分，打开数学作业本，昨天的

作业被老师用红笔划了3把叉叉，敏敏嘴巴一撇，蹙了
蹙眉头。掏出铅笔改正错字后，敏敏在橡皮上沾了点儿
口水，开始轻轻擦拭那几把鲜艳的红叉。

虽然动作很轻，作业纸还是被擦破了一个洞。马上
要吃饭了，敏敏掏出两元钱嚷着要去楼下买红笔，奶奶
问她出了啥事。

“这道题我改正了就是对的了， 为什么还要留个叉
在本子上。”敏敏说，几分钟后，若隐若现的红叉处被生
硬地添上了一个红钩。涂改完毕，敏敏的嘴角稍稍上扬。

父母离异的5年来， 敏敏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虽然父母都在长沙， 但敏敏从不表现对他们的依恋。
“每次爸妈来了， 她就很安静地在一边做作业画画，完
全没有亲昵的举动。”奶奶说。

更让二老担心的便是类似将红叉改成红钩这样近
乎苛刻的行为———

有一回，院子里的小朋友摔倒了，奶奶责怪是敏敏
所为。一气之下，敏敏上阳台大吼：“如果是我干的，我
就从这里跳下去。”

第二天有跳绳比赛，敏敏4点起床摸黑下楼，一练
就是一个小时。没得名次，回家后整夜无话。

每个作业本总会缺个五六页， 原因都是因为一个
字或一个标点没写好， 敏敏一下狠心就把整页都撕掉
了。

她面对父亲总是没话说
“清早起床公鸡叫，喔喔，喔喔……”随着一阵清脆

的歌声，小琪睁开惺忪睡眼，一把摁下定在6时30分的
闹钟。飞速穿衣洗漱，拿起桌上放着的5元钱，背起书
包，转身跟还在睡梦中的爸爸说再见。

课间，小琪和伙伴们跳皮筋、跳房子，过道里满是她
的欢声笑语。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做作业，作业完
毕已是下午6点，此时，爸爸还没回家，“没事，有电视机
陪我”。

时钟指向下午6点56分，“爸爸回来了哦”，“哦”；
“作业做完了吗”，“嗯”；“我就给你做饭”，“好”。

这就是小琪与爸爸的惯常交流，去年父母离婚后，
小琪跟随爸爸来到长沙生活。 小琪把单亲条件下的学
习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唯一让爸爸苦闷的就是“在
学校里活泼开朗的孩子，一回家就是‘嗯’‘啊’‘哦’，难
道跟我真没话说了？”

他没有电视看便很焦躁
11月27日中午12点07分，“小宇，快来吃饭了。”这

已是妈妈第三次催小宇吃饭了， 而蜷在沙发里的小宇
依旧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 岿然不动。 妈妈提高分
贝，“看了6个小时电视，不准看了，再看我打人啦。”小
宇姿势依旧，只是嘴上勉强地“哦”了一声。

妈妈端来饭碗，小宇也不关心碗里有啥，就着电视
下饭。一顿午饭硬是吃到下午1点10分。

妈妈说，如果不看电视，小宇在周末可以睡到早上
八九点，一旦早上有他喜欢的动画片，他可以“很自觉
地” 定好闹钟，6点半就蹑手蹑脚起床， 不洗漱不吃早
餐，就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看就是一上午。

因为不听劝，小宇受过不少皮肉之苦，每次暴打之
后他就表现得很焦躁。“但过了半小时， 他又嬉皮笑脸
地看电视去了。”因为成绩好，加上谋生不易，妈妈和爸
爸并未把孩子嗜电视如命的问题当一回事， 毕竟才6
岁，父母只是觉得孩子“有点哭笑不得。”

她的书包里永远藏着一支红水笔
———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问卷调查

超过13分应进行心理干预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胡教授心想，数十名孩子们在

生理上都很健全，在学校的表现和成绩也挺好的，但仍然
被家长认为有一些小毛病，“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胡教授设计了一份含有32个问题的调查问卷， 并以90%
的生源为流动儿童的树木岭小学为试点单位，对该校240
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分为健康问题调查、 行为习惯调查和特殊行为
习惯调查3个部分，每一个题目按照没有、有、常有逐级递
增，分别计0分、1分、2分。 若总分超过13分，则说明孩子
在心理上存在问题倾向，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帮助其规范
行为。

通过对回收的237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后发现，共有
51份问卷的总分超过了13分， 分数最高的问题集中在孩
子的行为习惯上。

流动儿童跟随父母来到新的环境，他们的生活环境、
家庭教育和社交环境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必然表现出
某种不适应，在家人忽视自身又无法调解的情况下，有可
能引发焦虑、自闭等心理问题。

“但青少年期的孩子的个性尚处于塑造期，即使存在
不良的行为习惯和心理问题， 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干预来
重建良好的心理机制。”胡教授说。

家长也要做好“家庭作业”
胡教授说，要对孩子的心理进行干预，家长首先必须

摆正对孩子的态度，耐心地面对孩子遇到的困惑，并有和
孩子一起解决问题的意愿。此外，家长还要多参加一些培
训，学习一些与孩子相处的方法。

胡教授提出， 学校在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互相交流的
平台上存在着巨大的作用。

胡教授给家长们布置了3个“家庭作业”，她说，这几
个作业做好了，孩子的心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每天用20分钟和孩子聊天，增进交流和理解。
聊天的内容可以是开心的，也可以是郁闷的事情。

第二，多陪孩子。一起游戏，一起玩耍，拉近心理距离。
第三，父母列举孩子的10个优点，孩子列举父母的10

个优点，写在纸上。
胡教授说， 这份问卷适用于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所

有孩子，但这份问卷结果只能作为初期诊断的一个参照，
孩子有无心理方面问题， 还须带孩子到医院做进一步的
检测。“没达到13分的流动儿童也需要继续跟踪和检查，
适当做心理干预。”

简介

6岁敏敏的书包里永远藏着一支红色水笔， 专门用来将老师
批阅的叉叉改成红钩。哪怕是写错标点符号，敏敏就要扯掉整张
作业纸。爷爷奶奶很忧虑：孩子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

父母离异后，读三年级的小琪跟随父亲来长沙生活，她能够
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但在学校活泼开朗的她，在家却只
用“嗯”、“啊”、“哦”回应爸爸。

在父母看来，刚上一年级的小宇成绩表现俱佳，唯一的缺点
就是嗜电视如命。但父亲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

这些孩子都来自于长沙市树木岭小学，该校生源90%为流动
人口子女（流儿儿童）他们大多跟着父母从外地到长沙生活。在最
近的一次体检中， 长沙市中心医院儿童保健科胡尔林教授发现，
这些孩子身体健康，但普遍存在焦躁、内向等心理偏差，却被父母
所忽视。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梁颖

一、健康问题
1.头痛 0�����1�����2
2.肚子痛或呕吐 0�����1�����2
3.支气管哮喘或哮喘发作 0�����1�����2
4.尿床或尿裤子 0�����1�����2
5.大便屙在床上或裤子里 0�����1�����2
6.发脾气(伴随叫喊或发怒动作) 0�����1�����2
7.到学校就哭或拒绝上学 0�����1�����2
8.逃学 0�����1�����2
二、其他行为
9.坐立不安，难于长时间静坐 0�����1�����2
10.动作多，乱动，坐立不安 0�����1�����2
11.经常破坏自己和别人的东西 0�����1�����2
12.经常与别的儿童打架和争吵 0�����1�����2
13.别的儿童不喜欢他 0�����1�����2
14.经常烦恼，对很多事情都心烦 0�����1�����2
15.经常一个人呆着 0�����1�����2
16.易激怒或勃然大怒 0�����1�����2
17.经常表现痛苦，流泪，不愉快和忧伤 0�����1�����2
18.面部或肢体抽动 0�����1�����2
19.经常吮吸手指 0�����1�����2
20.经常咬指甲 0�����1�����2
21.经常不听管教 0�����1�����2
22.做事拿不定主意 0�����1�����2
23.害怕新事物和新环境 0�����1�����2
24.神经质或过分特殊 0�����1�����2
25.时常说谎 0�����1�����2
26.常欺负别的孩子 0�����1�����2
三、某些习惯
27.有没有口吃，说话结巴 0�����1�����2
28.有没有言语困难，而不是口吃 0�����1�����2
29.是否偷过东西 0�����1�����2
30.有没有进食不正常 0�����1�����2
31.有没有睡眠困难 0�����1�����2
32.有没有赖床 0�����1�����2

调查

儿童行为
父母问卷

评分标准
没有：0分 偶有：1分 常有：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