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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抑郁的困扰，“陪伴”是关键
◎  张家丽（广西桂林市二塘初级中学，桂林 541002）

摘要：一名初三女生出现了较严重的情绪问题和妄想症状，甚至还有自残轻生现象。心理教师经了解，发现该女

生的父母对她缺少陪伴，亲子之间几乎零交流；她小学时还遭受过校园暴力。为此，学校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制定应急预案，班主任、学科教师和同学们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给予她关爱，心理教师定期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并指

导家长调整家庭教育方式。家校联合，帮她摆脱了心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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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概况

李某，14 岁，本校初三女生。进入初三后，李

某出现了较严重的情绪问题，情绪极易激动，一激

动就浑身颤抖。除了情绪爆发的情况，大多数时候

李某都是比较安静的。她在与人交流时，经常为了

迎合别人而刻意讨好，对别人弯腰点头。2020 年下

半年，李某出现了两次自残轻生现象，一次在课间

用刀片割自己的手腕，被同学和老师发现并抢走刀

片；另一次是在午休期间，李某吞下 7 片偷藏的类

似安眠药的药片，被同学发现后报告给班主任，班

主任及时联系家长送其去医院。此外，李某还出现

了严重的妄想症状，出现了幻听、幻视现象，自述

能看见红衣女鬼用刀威胁， 逼迫自己用刀片割手

腕，看到黑白衣男子来抓自己的恐怖场景，听到奇

怪的动物的叫声等，这些症状严重困扰着她，导致

李某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

综合李某的行为表现和李某的自述， 初步判

断李某存在严重的抑郁症状及妄想症状。学校通

过一段时间辅导后，发现她的情况比较严重，且症

状反复，需要人贴身陪护，于是建议家长将其转介

到医院进行治疗。李某由母亲陪护，定期到医院接

受治疗。

二、原因分析

（一）家庭情况

李某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亲是司机，母

亲为普工，家长忙于家庭生计，亲子之间缺少沟通，

而且父母性格均较急躁。李某有一个哥哥，兄妹之间

关系十分紧张，几乎零交流。父母比较看重哥哥，在

生活和学业上对哥哥的关注和期望都比较高，在物质

和精神上给予哥哥也比较多。李某心里常常感觉父母

偏心，从小感觉不被家庭重视，感觉不到亲人之间的

关爱，长期封闭自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李某长

时间与家人相处，矛盾增多，李某不擅于沟通表达，

内心委屈沮丧，感到无力来面对眼前的一切，于是以

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发泄，以引起家人的关注。

（二）校园暴力

李某在小学时曾遭遇校园暴力，家长和教师均

不知情。长期的校园暴力导致李某变得更加内向自

闭，长期情绪低落、沮丧、悲伤，失眠多梦。

三、辅导过程

为了帮助李某摆脱心理困境，重新回归正常的

校园学习生活，针对李某的实际情况，学校采取了

一系列心育措施。

（一）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小组，进行危机干预

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由学校分管心理的领导、心

理教师、兼职心理教师、班主任等 5 名成员组成。

发现李某的情况后，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第一时间调

取李某的档案，了解其基本情况，开展小组会谈，

当天制定出应急预案，联系家长，安排老师和学生

对其进行重点关注。

家校联合对危机干预很重要。班主任多次进行

家访，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并提出建议。通过有效

沟通，李某母亲决定暂时放下工作一段时间，陪伴

照顾女儿。

班主任按时向校领导、心理教师汇报李某在班

级的情况，保持与李某的谈话，耐心开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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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主任的安排下，同班同学以润物无声的方

式从生活、学习等方面对李某进行定向帮助，例如，

借学习笔记给她，给她写鼓励的小纸条，给她的保

温杯打满热水，陪伴安慰她。任课教师也帮她补课、

留学习资料等，让李某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关爱。

（二）定期进行专业心理辅导

心理教师针对李某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心理

辅导，给予长期关注与帮扶。

首先，与李某交谈，了解其情绪激动的原因，

与其协商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来缓解情绪，佩戴相

应的饰物来起到心理安慰和保护的作用。其次，教

给她一些调节情绪的方法，引导她学会用合理的方

法宣泄情绪。

然 后， 与 李 某 的 母 亲 谈 话， 向 其 普 及 心 理 知

识、 抑 郁症 相 关知 识， 告 知她 孩子 需 要关 心和 陪

伴，要与孩子耐心沟通，给予关心和支持，一起努

力战胜心理困扰。消除李某与母亲之间的误会，鼓

励李某不要抗拒和害怕与母亲沟通交流，学会耐心

地倾听与适当地倾诉，学会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

不易。通过谈话，李某母亲也放低对孩子的期望，

尝试理解、接受孩子的现状。

再 次， 与 李 某 共 同 探 讨 生 命 的 意 义， 确 立 对

生 命 的 合 理 信 念： 未 来 有 无 限 的 可 能， 我 们 要 珍

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的身体。之后，对李某进

行 强 化 训 练， 练 习 控 制 易 激 惹 情 绪 的 方 法， 降 低

对 自 己 的 过 高 期 望。 与 李 某 共 同 商 讨， 制 定 短 期

学 习 目 标 和 人 生 目 标。 同 时， 鼓 励 李 某 多 参 加 体

育锻炼、集体活动，积极融入集体中，交几个知心

朋友。

最后，安排李某定期接受心理辅导，与其保持

联系，及时了解她的认知动向，给予适当的引导。

（三）开设“绿色通道”，把关爱落到实处

第一，校长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李某帮助，如

她需要可以找校长谈心。

第二，在李某出现情绪问题时，班主任和任课

教师及时将其送到心理辅导室。

第三，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心理教师可随时联

系其父母，父母在孩子出现心理状况时也能最快联

系到心理老师。

（四）普及抑郁相关知识

通过广播、黑板报、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向师

生们普及抑郁相关知识。

抑郁心境是一种忧伤、悲哀或沮丧的情绪体

验，也是青少年常见的情绪状态。当抑郁心境发展

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一组有特征的症状，持续一定

的时间，且严重损害个体的社会功能时，就要考虑

为抑郁症了。

抑郁症一般表现为情绪低落、心情苦闷、愁眉

不展与快感缺乏，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高

兴；还有疲惫感，常常感到精力不足、力不从心、

沮丧；很多抑郁症患者伴有自杀观念，或曾经考虑

过自杀。抑郁症主要是因心理遭受刺激诱发的。常

见的原因包括：情感上受到重大的打击；自尊心、

自信心受挫；不良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把自

己长期封闭起来；家长的影响等。

四、案例启示

抑郁是个人遇到较大的现实或心理困境走不

出来，由此导致的情绪、行为、生理等一系列不良

反应。药物可以控制不良反应，但对困境本身没有

作用，只要困境存在就有不良反应存在。因此，一

定要针对学生的困境进行分析，查找问题成因，多

方进行干预。

（一）接受事实，采取积极行动

家长要接受孩子出现抑郁的事实。家长也不要

过于慌张，现在的医学手段和心理方法都是有效的，

只有接受了事实，才能采取有意义的积极行动。

（二）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相辅助

家长要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找专业医生诊治，抑

郁症带来的痛苦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不要以为通

过父母的说教就能让孩子走出灰暗的世界。心理辅

导结合药物治疗仍然是有效手段，学校心理教师可

以做很多工作。

（三）走出抑郁光阴，“陪伴”是关键

家长要耐心地陪伴孩子往前走，不要着急，要

给孩子思考的空间和时间，陪伴她走过那段艰难的

路程。要等待她的认知成长，等待她萌发生机，浴

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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