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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摄影报道）9月23日上
午，淮南市“开学第一课 反邪进校园”启动仪式
暨反邪教文艺演出在淮师附小洞山校区举行。此
次活动由市委政法委、市反邪教协会主办，旨在提
升老师学生识别、预防、抵制邪教的意识和能力，
不断筑牢校园反邪防线。

活动在精彩的反邪教文艺演出中展开。腰
鼓 《开门红》、小合唱 《小美满》 展现了孩子
们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对幸福美

好生活的追求；《让生命之花永远灿烂》，揭示
了邪教的本质及巨大危害，号召大家崇尚科
学 ， 珍 爱 生 命 ， 远 离 邪 教 ； 扇 子 舞 《祖 国
颂》、男声独唱 《映山红》、课本剧 《金色的鱼
钩》、京剧 《梨园春色映童心》、男女声二重唱

《春天中国》、歌舞 《五星红旗》，表达了对党
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彰显了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誓将邪教坚决铲除干净的强大决心……

邪教是危害人民群众的一大毒瘤。近年来，

我市高压严打各类邪教组织，常态化开展反邪教
警示教育等活动，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
营造了浓厚的反邪教社会氛围。“开学第一课
反邪进校园”是以“崇尚科学 拒绝邪教”为主
题的重要活动，表达了“人心思正 天下无邪”
的共同愿望。我市凝心聚力、亮剑铲邪，坚决打
赢这场反邪教人民战争，为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
保驾护航，为淮南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淮南市“开学第一课 反邪进校园”活动启动

开学几周了，但专科医院还是会有一些青少
年和儿童就诊者、来访者，主要症状是——不想
上学，不想去学校，去不了学校。

如果你的孩子也面临这种情况，对你说：
“妈妈，我不想上学了”，你该做何反应？

下面这篇文章，请耐心读完。
面对新学期，孩子“不想上学”？
其实很正常！
新学期的前几周，孩子产生“不想上学”的

消极情绪，与平时我们常说的“厌学”是有本质
区别的。

厌学，一般指的是孩子对学习认识存在偏
差，消极对待学习活动的行为反应模式，它发生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之中，若不及时干预，可能会
演化为严重的心理障碍。

长假过后，孩子们产生焦虑感很正常，往往
源于生活与学习环境的突然转变，使他们出现短
暂的不适应。

此时，面对孩子对上学的焦虑情绪，理解和
接纳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很多父母听到孩子不想
上学，总是苦口婆心地灌输大道理：“所有小朋
友都会上学，你现在不上学，你以后怎么办？”

反复强调不上学的后果，会更加重孩子的心
理负担。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如你最近上班十分辛
苦，回到家对家人说：“我不想上班了！”

我猜，你也不愿意听到对方说：“你不上班
怎么行？以后日子怎么过？”

你更愿意听对方说：“是不是工作遇到什么
难事了？跟我说说。”

孩子也一样，当他跟你抱怨：“我不想上
学”，并不意味着孩子真的想放弃学业，他只是
想让你了解他的心情，肯定他的感受。

如果我们能够认同孩子的情绪并愿意倾听他
们的心声，孩子的焦虑情绪就会得到很大缓解。

厌学心理的“暗面”：情感的缺失
如今，因厌学就诊的孩子中有部分小学生，

而初、高中学生更为多见。他们的症状多是，一
去学校就有各种身体不适，或者情绪崩溃，慢慢

地就不去上学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国家临床

重点专科（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袁俊亮博士指
出，厌学的孩子一般存在以下五种心理问题：

1、自尊心与自信心下降
由于无法进入理想的学校或学习环境，导致

自卑，不了解自身优势，认为自己不够优秀，从
而影响自信心。

2、压力过大
面临升学压力或家庭期望，孩子可能会感到

焦虑，甚至出现抑郁症状。这种心理状态可能导
致学习动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3、情绪管理能力不足
许多孩子在面对挫折时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

策略，可能表现出愤怒、沮丧等负面情绪，影响
心理健康。

4、社交障碍
无法正常上学的孩子可能会缺乏与同龄人互

动的机会，导致社交技能发展受限，进一步加剧
孤独感和隔离感。

5、家庭关系紧张
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父母的情感支持和

沟通方式等，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家庭关
系紧张或缺乏支持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如果孩子出现上述问题，就要积极就诊和治
疗，产生疾病不是一朝一夕，治疗也如此。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孩子来说，丰
富的自然环境、良好的依恋关系、营养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支持性的社会关系，
都是促进精神心理有序发展、缓冲压力的有效方
式。

个体成长的微环境千差万别，还需要每一个
家庭认真对待。

读懂孩子“不想上学”的画外音
不是我不想学，而是我看不到希望。
对于这样的孩子，家长要认识到，问题的根

源是孩子对自己的能力评价不足，父母要循循善
诱地帮助孩子了解自身的优势。

比如，有些孩子特别刻苦，家长说孩子晚上

学到12点才睡觉，有一点点时间都会用来学习。
虽然孩子真的努力，但是成绩就是上不去。家长
困惑，孩子焦虑。这样的孩子普遍有自卑心理。
当一个人压力太大的时候，会阻碍智力发展。

我们应该引导孩子多关注自己的优势，发挥
自己的潜能。家长要学会从点点滴滴中发现孩子
的优势和闪光点，帮孩子树立自信心。要从小事
着手，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不知道学习的意义
是什么。

家长首先要让孩子设想要过怎样的人生，这
样的人生需要付出哪些努力。如果家长不帮助孩
子去梳理，孩子的目标很有可能变成空想。

明确目标后，就会选择相应的工具，选择相
应要走的路，让孩子能够明确地看到他的未来，
从而唤醒孩子的学习动力。

在青少年时期，励志就像是一根绳索，家长
善用好这根绳索，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强大的助
力。

我不是不想学，我是真的学不会。
有的孩子发现其他同学轻松就排到班级前几

名，但是自己怎么学都不见效果。孩子此时会产
生自我攻击，觉得自己笨。这样的孩子，他们的
心理能量会放在应对父母的压力上，而不是放到
学习上。

其实，“不会学”是“学不会”的原因，而
“学不会”又是“不会学”的结果。 此时，家长
要帮助孩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构建自己
的知识体系。

总之，家长要及时感受到孩子的情绪变化，
要对孩子进行心理安慰。

无论家长还是老师，不要总是把学习跟令人
讨厌的人和事反复结合，切忌把学习变成令孩子
讨厌的事。

我们要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看见自己的成长
与进步，看见未来可期待的目标，感到学习能够
使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结变得更加紧密，让校园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自我变得更加强大。

来源：首都教育

孩子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你的回应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