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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张猷玫
中共党员，副主任医师，市三医院

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主任，株洲市精神医

学专业委员会秘书，湖南省中医药和中

西医结合学会委员，湖南省中医学和中

西医结合学会会员，株洲市心理协会常

务理事。从事精神卫生临床工作 13 年，

先后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进修学习，北

京回龙观医院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

障碍，擅长儿童青少年相关情绪及行为

障碍的诊治。

“张医生，你快帮忙看看，

我家孩子晚上不睡觉，是不是

抑郁了？”

“哪有不睡觉？我是在复习

功课，睡得晚了一点而已。”

“晚上不睡，早上起床就精

神不好。”

“并没有，我第二天上课注

意力都很集中。”

“你总跟我顶嘴。”

“那是你让我太无语了。”

……

两天前在诊室里发生的这

一幕，让张猷玫印象颇深，然而

她坦言这并非个例：“面对中高

考，有些家长表现得比孩子还

要紧张，甚至有些家长带孩子

过来后，自己讲个不停，孩子一

句话都说不上。”

常年专注于青少年心理健

康，让张猷玫对亲子关系十分

关注，在她看来，良好的亲子关

系还能让孩子拥有一个较好的

人际关系。“青少年，尤其是青

春期的孩子，因为身体发育、激

素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情

绪不够稳定，容易和家长起冲

突。面对中高考这种学生时期

的重大事件，本就自身压力较

大，此时家长若不能较好与其

沟通，极易发生冲突，影响亲子

关系。”张猷玫说。

日常生活中，家庭心理结

构对孩子有着重要影响。张猷

玫告诉笔者，情绪是可以“传

染”的，当家长对考试表现得极

为重视、呈现紧张状态时，孩子

也会受其影响，担心自己考得

不好会挨骂或是让父母失望，

进而对自己进行否定。“有些家

长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为过了这几个月，孩子考完

就好了，但对孩子来说并非如

此。”张猷玫表示，有些孩子会

用“熬”这个字来表达自己当下

的状态，这其实已经表露出其

内心正处在极度难受的状态。

患者小毅因为中重度抑郁

症曾在市三医院住院治疗过一

段时间，并得到迅速恢复，可回

家不到两天就又变得冲动易

怒。如此反复了几次后，张猷玫

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只要和家

长发生连接，他的病情就容易

复发。而在我们跟家长接触后

发现，其实家长的问题更大。”

有些父母因为性格原因，不善

于沟通交流，对孩子的教育也

以打骂为主，由此变成恶性循

环。

针对这一现状，市三医院

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于 2020 年

起开设“家庭治疗”模式，让家

庭成员共同参与到放松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中来。张猷玫介

绍，家庭治疗分为语言性干预

技术和非语言干预技术，“单独

的心理治疗室可以保证患者的

隐私。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心理

治疗师在这里让家庭成员敞开

心扉，进行角色互换，试着用对

方的身份，来回答面对问题时

要如何解决。”张猷玫透露，这

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家长明白，

孩子在人格上与家长是平等

的，家长不要以居高临下的姿

态和孩子相处，并要学会适应

孩子的成长，“每周一次，每次

一小时，大多家庭通过这种治

疗方式，能够回归到正常、平和

的家庭关系中来。”

张猷玫表示，中高考前，如

果孩子自我感觉情绪稳定，且

没有特别影响情绪的事情发生

时，家长切忌把自己的紧张情

绪扩大化。“遇到孩子不愿意说

话的时候，不要勉强，顺其自

然，保证良好的亲子关系对稳

定孩子情绪十分重要。”张猷玫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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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在即，考前紧张、焦虑怎么办
市三医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专家来支招

赖杰琦 梁好 李鹏

青少年心身康复科
青少年心身康复科是株洲市三医院

全新升级打造，专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专科。科室配备有主任医师 1 名、

副主任医师 2 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7

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5 名，健康管理

师 1 名，营养师 1 名，组成了临床经验丰

富的专业医疗及康复团队。设有青少年

心身康复门诊和青少年心身康复开放病

房。

该 科 室 集 精 神 心 理 卫 生 疾 病 诊 治 、

心理咨询与治疗、康复、科研、教学于

一体，是市三医院重点打造的科室。为

满足青少年心理就医需求、改善就医体

验，开放床位 50 张，设有单人间、双人

间、家庭病房及普通间。科室加大硬件

方面的投入，引进经颅磁刺激治疗仪 、

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无抽搐电休克治

疗仪等多台专业治疗仪器。训练室设有

个 体 治 疗 室 、 沙 盘 治 疗 室 、 家 庭 治 疗

室、团体治疗室、中医治疗室、多功能

活动室、应用行为分析(ABA)治疗室、言

语治疗室、感觉统合训练室、游戏治疗

室等专业治疗室。针对儿童青少年心理

发育特点和心理健康需求，开展以社会

功能康复为特色的“药物+物理+心理+

康 复 ” 的 先 进 治 疗 模 式 ， 帮 助 广 大 儿

童、青少年回归学校、健康成长。

青少年心身康复科开放病房主要收

治 儿 童 青 少 年 焦 虑 症 、 强 迫 症 、 抑 郁

症、社交恐惧症、应激相关障碍、睡眠

障碍、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抽动

障碍等儿童青少年行为及情绪障碍、儿

童孤独症、多动症、智力障碍及儿童心

理问题等相关障碍、人际交往问题等与

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心理问题。

专家简介

科室介绍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到来，不少
考生因考试在即而感到压力和焦虑，有
的甚至会出现失眠等症状。与此同时，
一些家长也因为过度关注孩子的状态，
而让家庭整体氛围变得紧张甚至压抑。
其实，压力即动力，大家该如何运用好压
力，将其完美转化？如何在压力环境下，
维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鼓足精神打
胜仗？家长又该如何引导孩子顺利度过
这段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本期健康周
刊，我们联合市三医院，共同聊聊考前心
理那些事儿。

5 月的株洲，细雨绵绵，路

上行人稀稀落落，而在市三医

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主任张猷

玫的诊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从上午到现在，已经接诊了 6

名患者。”张猷玫说，每年从考

前三个月开始，前来咨询问诊

心理健康的青少年数量就会明

显增多，并在考前一个月时达

到顶峰，“他们大多都存在或轻

或重的考前心理问题。”

张猷玫介绍，考前心理问

题的表现以情绪和躯体这两类

最为常见。其中情绪问题包括

紧张、焦虑、失眠、易怒、抑郁、

怯场等，躯体症状则各有不同，

“有些是头晕，有些是肚子疼，

还有些浑身都不舒服，但去检

查又查不出具体问题。”小康

（化名）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况。

在我市某学校高三就读的

小康平时成绩很好，基本不需

要父母操心学习的事情，然而

两个月前，他开始感觉自己有

些不对劲：“晚上很晚都睡不

着，对学习也提不起兴趣，总觉

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小康察觉

了自己情绪的变化，告知了父

母，并在父母带领下来到了市

三医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

经过量表测试，小康确诊

为中度焦虑、轻度抑郁。张猷玫

随即给小康进行包括催眠、暗

示等在内的放松治疗，并开具

了精神类药物。“针对他的实际

情况，我给他设计了高考场景，

让他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进

入心理模拟高考场景。”张猷玫

说，刚开始，只要提到“高考”两

个字，小康就会表现得十分紧

张，随着治疗的持续，他渐渐适

应了这一场景，面对高考也不

再紧张、焦虑。“同一场景的不

断重复，能够让患者对场景做

到提前适应，当其在现实中真

正进入这一场景时，就不再害

怕了，相当于脱敏治疗。”张猷

玫解释说。

株洲市三医院是我市较早

一批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医

疗机构之一，并成立了青少年

心身康复科，为青少年提供全

程心理咨询和诊疗。“前来就诊

的患者如果症状较轻，医生可

以进行当场疏导。目前我们已

将二楼整层设置成了 9 间心理

治疗室，其中包含 8间个体治疗

室和 1 间团体治疗室。”张猷玫

介绍，对于症状较为严重的患

者，则需要进行多次心理疏导

以及视情况服用少量精神类药

物。同时，考生在考前的治疗除

特别严重需要住院外，一般都

是在门诊进行，不耽误学习。

不少家长担心服用药物会

对身体产生影响，对此，张猷玫

表示，在专业机构经过专业医

生的评估后，医生会采用对患

者身体影响最小的方式来选择

药物，因此家长的担忧是不必

的。“有的家长以为吃药会上

瘾，其实是误解。”张猷玫特意

强调，有些患者的病程会持续

几年，所以是为了控制病情才

需要服药，而非服药导致上瘾。

在此期间，医生会对患者实行

全病程管理，确保用药安全。

此外，面对考前心理压力，

张猷玫建议考生增加运动量，

以身体的放松来达到心理的放

松。“跑步、打球、仰卧起坐……

只要动起来，都可以。甚至有些

不爱运动的考生，哪怕只是散

步看风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

果。”张猷玫说，当考生自觉压

力大时，不要压抑，以免适得其

反，可以通过大笑、大哭、运动

等各种方式来发泄情绪，并做

到劳逸结合，“内心坚信，休息

是为了更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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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在心理治疗室为患者进行治疗 市三医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于 2020 年起开

设“家庭治疗”模式

市三医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住院环境 市三医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主任张猷玫

在诊室为患者问诊治疗

株洲市三医院青少年心身康复科医护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