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心”行动 健康梦起航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临床心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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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接受规范
治疗，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
也在不断进步，包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等。”

“医生，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睡眠一直不好，白
天没精神，该怎么调节？”……

10月10日，第3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长治医
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临床心理科开展了健康问诊、
心理咨询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和精
神卫生科普宣传，增强群众心理健康意识，不断提
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全民健康、社会稳
定和家庭幸福，青少年时期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
阶段，这一阶段的心理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多样
性，不加强正确引导会容易出现心理疾病。很多
病例都是没有被及早发现，也没有得到科学治
疗，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育。”活动当
天，该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许成岗向大家积极宣传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健康
心理、良好品德、优秀人格塑造和完善的关键阶
段，更是素质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时期，我们应
该做好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我总是感觉压力很大，晚上睡不好觉，学习成
绩也受到了影响。”15岁的小李无奈地倾诉着自己
的烦恼。像小李这样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精神健康
困扰的青少年并非个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
竞争的日益激烈，青少年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
题的现象越来越多，心理问题低龄化呈上升趋势，
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

许成岗说，现在，一些孩子由于繁重的课业压
力、过高的成绩要求和期待，产生了厌学心理，他
们讨厌“填塞式”“被迫式”学习，越来越难获得成

就感和自尊心，对挫折的耐受力、生活事件的处理
能力也不足，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令人担忧。

“我们接诊过一些厌学的孩子，有的沉
迷于手机，有的沉迷于游戏，一开始是上
课不认真听讲，随后发展到不愿意去
学校。孩子父母与其讲道理，甚至通
过动手来压制孩子，反而会适得其反，
越是如此，孩子反抗心理越严重，容易
导致心理问题加重。后来在我们科室
经过诊断，再通过正规科学的干预治
疗，孩子开始慢慢转变想法，到能够正常
上学，最后学习成绩也有了提高。”

许成岗认为，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长的
基础，对于培养青少年独立健全的人格、形成自信
自强的精神品质、树立理想信念和生活目标都至关
重要。家长们要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加强沟
通交流，做到有效陪伴，增进情感
认同，帮助孩子认识情绪、处
理情绪；不要让学习成为
亲子间唯一的话题，要
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前
提下，提升孩子对学
习的兴趣、主动性
和责任感，可以合
理安排一些能够
增加家庭成员间
互动的家庭活动，
并允许孩子有自己
的私人空间，建立
良好的亲子关系，
助力孩子身心健康
成长。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临床心理科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由一个单独诊室发

展成一个年门诊量2万余人次、功能齐备的专业临床科室。科室拥有8名精神卫生专业
医师和6名心理治疗师，现设有情绪障碍、睡眠专病、双相障碍、强迫障碍、精神卫生、产

后抑郁、心身疾病、心境障碍等多个门诊，拥有四套心理评估系统、一台眼动检查仪、一套

宣泄设备、一套沙盘治疗设施、一台多参数生物反馈治疗仪、两台经颅磁刺激治疗仪，可
为广大患者提供各类精神障碍诊断与治疗、心理评估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为了与
国际接轨，2017 年，科室与美利华精神大学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引进GPM（良好的精神

病管理）技术，科室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每周线上培训，同时开展临床疑难案例督导，
提高了科室诊疗水平，为患者带来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治疗体验。

团队简介

如何预防青少年心理健康疾病，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临床心理科建议，学校、家庭、社会要协同
发力，形成医校家联盟，共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构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环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学校要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筛查，每学期开展至少
一次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宣传，提高青少年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并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将心理健康纳入健
康教育课程，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时间；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校相关活动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途径，在学生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孩子和家长正视并重视心
理健康问题。同时，要加强宣传引导，开展线上线下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引导公众正确理性看待心理咨
询等心理健康相关服务；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形成合力，引
导孩子健康成长；有效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让优质的心理健康服务团队进社区、进校园；建立心理
疏导站，帮助有需要的青少年及时进行开展心理疏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温馨提示 共同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经颅磁刺激治疗。

医生问诊，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眼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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