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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山大，心理问题逐渐凸显已是既定的事实。这个问题说严重不
严重，说不严重，也确实潜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生活质
量。 幸福感缺失，安全感缺乏，经济压力大，就业、医疗、教育，丰满的理
想和骨感的现实，哪一个是让人省心的呢？也许每一个进步背后都需要
付出代价，问题的出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解决问题，方才能在前进的
路上更进一步。 以一种正确的态度面对心理问题，不是要人人自危、草
木皆兵，也不能讳疾忌医，避而不谈。每个人的心就像是一个容器，放进
去一些东西的同时必须拿出一些东西，如此才能平衡。现在的社会是一
个浮躁的社会，也是一个“繁忙”的社会，所以每个人都要种好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把好自己的健康关，时不时地问问自己是否幸福，不管答案
是什么，总是一种有益的提醒。

专家支招：端正态度，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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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去咨询并不是问题不存在，而是对接受心理咨询和救助没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 ”某心理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人不能对心理问题和
精神问题做一个很好的区分，认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出现了精神问题，精神问
题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怎么能接受的。在现代社会，男性同样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出现的心理问题并不少，之所以主动去接受心理咨询的不多，是因为男性一般
都比较“好面子”，在各方面都要求很高，不能面对被别人知道接受心理咨询后
的异样眼光。

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易朝辉说，心理疾病跟生理上的疾病一样，都需要早
发现、早治疗。对自己是否有心理疾病的判断标准是看是否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如果影响正常生活，就要及时治疗。 另外，易主任还强调，目前人们对心理咨询
的认识尚不够准确，总认为只有出现心理问题才去找心理咨询师，其实心理咨
询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把握自己，

继而去规划自己。

对于现代社会心理问题凸显的原因，易朝辉表示，“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生活节奏、经济形势、价
值观念、个人追求等各方面都可能成为诱发心理问题的因素。 信阳市另一家心
理咨询机构的、咨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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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上的心理咨询师说，现代人易出现心理问
题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社会节奏太快，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在一味地追求“快”，

快速发财，快速升职，快速成功，压力自然就来了，心理不能很好适应稍纵即逝
的现实生活。

当记者向易朝辉进一步咨询出现的比较普遍的心理问题时，他表示，每个
人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所以不好一概而论，在他做过的心理咨询中，没有相同
的案例。 但是有一点是通用的，就是“用心面对”。 易朝辉说，如果每个人都能用
一颗真诚的心面对生活，心理问题出现的概率将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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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时常用放大镜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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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父亲那次离家出走，我都不知道他
心里原来有那么多的事儿。 ”家住湖东大道某小
区的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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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父亲，今年夏天离家出走，被
找回来之后也少言寡语、脾气暴躁，有时候还会
偷偷掉眼泪。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杨先生很
担心，便带父亲去医院检查，但除了高血压其他
均正常。无奈，杨先生又带父亲去做心理咨询，原
来父亲竟然患了抑郁症。 杨先生在震惊之余，开
始反思自己。“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独居，虽然平
常我们也会抽时间去看他，但是算下来，陪在父
亲身边听他说话的时间并不多。 ” 杨先生说，现
在，自己跟其他弟妹轮流着照顾父亲，只希望父
亲能够快点好起来。

其实杨先生父亲的问题只是老年人出现的
常见心理问题之一，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会选择去做心理咨询。 人老了，除了躯体
功能的下降，心理感受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感到
自己逐渐被社会淘汰， 很多老人都会变得孤独、

固执、敏感。 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丧偶、退休、子
女不在身边等情况，可能会让老人觉得更加孤立
无援。 老年人时常是在用一个放大镜看生活，鸡
毛蒜皮的小事都会看得比天还大。心理咨询专家
建议，儿女们应该多关注父母的心理健康，平时
多回家陪父母聊聊天，用“亲情疗法”让老人安度
晚年。同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社会也
应该给这个群体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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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提出
了要“加强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工作，提高公众心理健康水平”，该
法律的出台说明现代社会心理问题已经逐渐凸显并引起国家的重视。 从儿
童、青年到中年、老年，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将面临各种压力和问题，只有重
视心理的健康，人与人之间相处才会更加和睦，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你的健康够全面吗？

关注心理健康 提升生活品质

心理问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孩子小让人不省心教育需家长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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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育小孩子怎么就跟之前不一样呢？”

任女士有两个孩子，女儿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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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子
6

岁，

上学前班， 最近令她苦恼的是儿子总是很好动，

想让他老老实实坐一会儿很难。 “明年就要上一
年级了，再这么动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现在真的
很担心。 他怎么就不能像他姐姐那样让人省心
呢？ ”任女士说道。

其实，像任女士这样感到苦恼的家长不在少
数。 在采访中，很多家长和幼儿园老师都反映孩
子存在好动的问题。据某家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

师介绍，儿童最长的集中注意力时间是
15

分钟，

要想让孩子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就得抓住或者培
养他的兴趣。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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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时间就可以让
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当然，这需要家长的引导
和以身作则。“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问题的根源
往往在父母和家庭。”某心理咨询师建议，在教育
孩子方面，父母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教育
学方面的知识，培养孩子的兴趣，跟孩子做朋友，

注重平等交流，用建议代替命令。另外，家长切忌
给孩子贴标签，多鼓励孩子，增强信心。

从学校走到社会过渡时期焦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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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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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集体失眠一个星期了，真
快崩溃了！ ”家在河区的某高校大四学生海霞
告诉记者，临近毕业，宿舍四姐妹已经开始整天
穿梭于各种招聘会现场，以前是人选职位，现在
都是职位选人， 竞争压力特别大。 “我是学文科
的，家人希望我能回家当老师，可我想出去闯一
闯。 ”连着一个多月的奔波让这些即将踏入社会
的女孩儿筋疲力尽，本该倒床就闷头大睡的她们
却因过度焦虑，心理压力大而彻夜失眠。

据信阳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
易朝辉介绍，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这是生活压
力在心理上的直接表现。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过
渡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遭遇焦躁、失眠、郁闷以及过度不安等，多是由于
没有将个人的期望值与现实结合考虑，容易在理
想回归到现实后的巨大落差面前失落和迷茫。易
主任建议毕业生要适当降低自己的期望值，脚踏
实地，从现实出发，重新定位自己。

人到中年压力增大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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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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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廖先生在信阳一家国企工作，

表面上看工作体体面面，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其实廖先生经常感觉到不堪重负。 他和妻子都
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儿子，现
在已经上初中了， 现在他和妻子的肩上承担着
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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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人和养育一个孩子的压力。 他告诉
记者，考虑的事情一多，就感觉力不从心，经常
会出现一些焦虑、烦躁的情绪，有时候特别想出
去放松一阵子，可是都走不开。

其实，廖先生的例子并非个例。 据某心
里咨询中心的咨询师介绍， 相对于其他群
体， 中年人是一个压力较大较集中的群体。

中年人在家庭中扮演着一个承前启后的角
色，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子女要教育，是一
个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与支柱。 从社会层面
来说，人到中年，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
之中， 生存压力是一个逃避不掉的现实问
题，在单位里处于一个怎样的阶层、是否能
升职、是否能成功等问题都是困扰一代又一
代中年人，在种种问题的交织和家庭、社会
压力的重压下，中年人肩上的担子总是比其
他群体显得更重一些。 因此，出现焦躁不安、

抑郁等或轻或重的心理问题的概率是最高，

也是最明显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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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据信阳市某家心理咨询机构介绍，每天都会接待
不同的咨询者，问题不严重的就做一些简单的辅导，稍微严重一些的需要接受心理治疗，每个月接受
治疗的患者有几十人。 与前几年相比，每年前去咨询的人数呈现出一个较快的上升趋势，但是最后真
正接受治疗的人数增加幅度并不是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