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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2日通報胡某宇事件調查結果。經心
理專家訪談、分析，結合胡某宇失蹤前行
為，認為胡某宇性格內向溫和、孤僻，在意
他人看法，少與人做深入的思想情感溝通，
情感支持缺失，缺少情緒宣洩渠道，常有避
世想法。2022年9月到致遠中學就讀後，因
學習成績不佳造成心理落差，加上人際關
係、青春期衝動帶來的壓力，造成了胡某宇
失蹤前心理狀態失衡，有明確的厭世表現和
輕生傾向。

官方的調查發布透露，江西致遠中學高一
學生胡某宇在考入致遠中學後逐漸出現適應
困難，多次在書本、筆記本上寫下了負面情
緒的文字內容，如「吐了，新環境真的難適

應」，在社交軟件中發布「我試着銷聲匿
跡，原來我真的無人問津」，多次與同學說
「人活着有什麼意義」等。

根據官方發布的信息，胡某宇在失蹤前，
曾經數次對家屬傾訴：

2022年9月27日，胡某宇曾與母親三次通
話，共43分54秒，其母反映胡哭訴不想讀
書、想回家。

10月1日凌晨，其母親、哥哥專程從撫州
趕回予以安撫。

10月5日，胡某宇又與母親通話三次，共
39分47秒，其母親未透露通話內容。

10月10日至13日，胡某宇曾7次獨自到宿
舍樓3樓陽台，觀望睢園及校外樹林山崗方

向。
10月14日，胡某宇在食堂晚餐後，攜帶錄

音筆兩次登上5樓陽台，有明顯輕生意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負面情緒寫進筆記 死前曾發內心信號新 聞 回 顧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趙一存趙一存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在富士康員工跳樓在富士康員工跳樓
事件發生後事件發生後，，發生了很多學生跳發生了很多學生跳
樓事件樓事件，，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有有
的學生專門到跳樓成功率高的地的學生專門到跳樓成功率高的地
方去跳方去跳，，這是負性心理暗示帶來這是負性心理暗示帶來
的後果的後果。」。」張曉麗指出張曉麗指出，，社會和社會和
媒體不應該過度關注和報道青少媒體不應該過度關注和報道青少
年自殺等事件年自殺等事件，，特別是自媒體為特別是自媒體為
了流量不斷發布視頻和圖片了流量不斷發布視頻和圖片，，這這
對青少年是極大的摧殘對青少年是極大的摧殘，，會引起會引起
負性心理暗示效應負性心理暗示效應，，甚至會引發甚至會引發
一連串的負面效應一連串的負面效應。。
張曉麗指出張曉麗指出，，社會在某一個時社會在某一個時

間段特別關注一個惡性事件間段特別關注一個惡性事件，，隨隨
着事件的發酵着事件的發酵、、關注度的增加關注度的增加，，
會給青少年帶來極其嚴重的影會給青少年帶來極其嚴重的影
響響。。比如在臨床中比如在臨床中，，很多患者都很多患者都
存在嚴重且持續性的負性暗示存在嚴重且持續性的負性暗示，，
即使有醫護人員的關懷即使有醫護人員的關懷，，以及對以及對
疾病知識的認知疾病知識的認知，，但處於對疾病但處於對疾病
的恐懼的恐懼、、治療的痛苦以及對未來治療的痛苦以及對未來
的迷茫等等的迷茫等等，，也會導致患者存在也會導致患者存在
難以想像的心理負擔難以想像的心理負擔，，這會導致這會導致
他們消極看待問題甚至生命他們消極看待問題甚至生命，，放放
大不良信息大不良信息，，長此以往長此以往，，最終導最終導
致不好的結果致不好的結果，，這就是負性心理這就是負性心理
暗示暗示，，這是一種導向性問題這是一種導向性問題。。
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件中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件中，，網網

上充斥各種傳言上充斥各種傳言，「，「他們把孩子他們把孩子
帶到誤區帶到誤區，，導致孩子的自殺率升導致孩子的自殺率升
高高，，卻不自知卻不自知。」。」張曉麗坦言張曉麗坦言，，
目前甚至比較擔心目前甚至比較擔心，，這個事件會這個事件會
否引發上吊式自殺率升高否引發上吊式自殺率升高。。

「療心」供需「喊渴」亟待納入醫保
 &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於2021年8月發布的《中
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青

少年兒童中，有3千萬人受到各種情緒、心理行為
問題的困擾。實際上，學界一直呼籲加強關注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但現實中這一類問題並未
得到有效解決，很多青少年依然在負面情緒中備
受煎熬無法宣洩。

家校多對孩子心理認識少
從事心理健康教育30餘年，張曉麗對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問題頗為了解，她還專門成立心能原教
育研究院，自己擔任院長，組織權威的心理專家
團隊在全國範圍內深入學校、社區、家庭進行心
理健康調研。她指出，內地從事心理健康工作的
志願者很多，「但目前大多數學校和家長仍對孩
子們的心理健康問題認識不足，甚至不知道可能
是由心理障礙導致。」
張曉麗正帶領團隊在福建進行調研工作，並準備
給當地的高中生開展「生命安全 陽光伴行」的心
理健康課程，「疫情剛剛過去，新的學期馬上開
始，要開展線下教學，要每天上學，和老師、同學
相處，對於3年來大部分時間在家裏上網課的孩子
們來說，可以說是重新融入社會。還有很多孩子升

入初中、升入高中，很多內向的孩子會因此感到恐
懼，不能一下子適應新環境，又找不到排解宣洩的
出口，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現問題。」

青春期處理不好易走極端
「青春期是個非常特殊和敏感的階段，會經

歷心理和生理變化和轉折，處理不好就容易走
極端。」張曉麗表示，青春期的心理變化包括
對外界認知的變化、對情緒的調整控制的變化
等等，自我意識增強，情緒衝動不穩定，「表
現在自以為是，忽略或排斥別人的建議和方
法、又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渴望得到認同和
支持，人際關係適應不良、處理不好，學習的
競爭壓力導致厭學等反常行為。」不過，她指
出，這是人的成長必經階段，這一階段的青少
年需要老師和家長陪伴式的輔導和關愛，幫助
他們找到宣洩情緒的通道。

家庭變化是心理問題要因
海南醫學院心理學教授楊娟亦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青少年心理問題與人體發育相關，包括大腦
發展不平衡、體內激素水平變化等等，都會導致
青春期孩子的情緒不穩定的情況，「但這不是簡

單一對一的關係，而是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
會文化因素的綜合影響。」
張曉麗和團隊的調研中發現，心理問題已經出現

低齡化趨勢。幼兒園的孩子出現自閉症、不合群、
暴躁等等，其實並不一定是情緒的問題，但是老師
和家長不重視，就會讓小孩子養成怪異的性格，甚
至會影響一生。在她看來，這主要與家庭教育和社
會的發展有關，特別是近幾年受疫情影響，很多家
庭關係不穩定，以及多胎家庭增多，家庭環境的變
化是導致心理問題的重要原因。
2021年，中國首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調報
告發布，結果顯示，6歲至16歲在校學生有17.5%
存在精神障礙。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亦顯示，全
球約10億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礙困擾。

加強家校社共建支援系統
張曉麗表示，在後疫情時代，要加強家校社

共建，各自從自己的角度關注青少年心理健
康，建立完備的系統。尋求社區街道給青少年
好的成長環境，安排社會活動讓他們多參與，
學校要加強培育和督導。她認為，有參與感的
孩子能夠很快提升對社會的認知和看法，也容
易融入社會大環境。

備受關注的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件備受關注的江西中學生胡某宇事件，，引發人們對引發人們對

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討論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關注討論。。多年來致力於解決多年來致力於解決

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中國首批國家二級心理諮詢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中國首批國家二級心理諮詢

師師、、中國紅十字心理救援專家張曉麗告訴香港文匯中國紅十字心理救援專家張曉麗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報記者，，內地很多學校配備專業的心理諮詢室和心內地很多學校配備專業的心理諮詢室和心

理諮詢師理諮詢師，，有些還配有催眠椅有些還配有催眠椅、、放鬆椅放鬆椅、、沙盤等沙盤等

等等，，但總體來講但總體來講，，仍顯不夠重視仍顯不夠重視，「，「比起教學來比起教學來，，

心理健康的位置很輕心理健康的位置很輕。。專業的設置幾乎形同虛設專業的設置幾乎形同虛設，，

很多老師都是用這些設置來教學很多老師都是用這些設置來教學；；有的老師是兼有的老師是兼

職職，，沒時間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沒時間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還有的是排不上還有的是排不上

隊隊，，心理老師只有一兩個心理老師只有一兩個，，但是學生有好幾千但是學生有好幾千，，學學

生求助不及時生求助不及時，，根本排不上號根本排不上號。」。」她提到她提到，，疫情給疫情給

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影響不容忽視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影響不容忽視，，在後疫情時代在後疫情時代，，

要加強家校社共建要加強家校社共建，，各自從自己的角度關注青少年各自從自己的角度關注青少年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建立完備的系統建立完備的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趙一存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學界呼籲加強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圖為安徽一所中學的心理輔導老師（左）帶領學
生在校園心理健康輔導站宣洩室減壓。 資料圖片

3 年來，疫情的衝擊和持
久反覆令部分群眾心理健康
問題凸顯。經此一「疫」，
國人的心理健康服務需求明

顯提升，給尚處於成長期的行業帶來了挑戰和機
遇。2020年9月，國家衞健委辦公廳印發了《探
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2020年3月
至2021年9月，國家衞健委、國家醫保局等機構
密集出台政策，推動精神心理互聯網醫療發展。
當前，各級各類學校、部分企事業單位、一些社
區等已開設或正在建設心理健康服務平台。

據了解，內地目前僅北京、廣東、江蘇等極少
數地區將精神科治療類別下的「心理治療」納入
醫保支付範圍，為精神障礙患者尋求治療減輕經
濟壓力。對於未患精神障礙疾病但心理健康受損
人員的心理諮詢服務，則鮮有地區將其納入醫保
範疇。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系副教授、博
士生導師牟文婷分析，中國心理健康供給側不發
達，需求側付費意願低，導致目前中國心理健康
行業滲透率只有10%左右。疫情的到來，放大了
這種不平衡。

諮詢師資格門檻低曾交錢就有
福建的何女士在一家線下心理諮詢機構購買服

務。她說：「我約了10次課程，剛開始我跟諮詢
師哭訴，後來他不停質疑我到底有沒有受到傷
害，還佔用450元（人民幣，下同）一課時的諮
詢時間推銷後續套餐。」

半月談記者在一網絡平台搜索「心理諮詢培
訓」後，出現多個相關群組。隨機加入一個群並
與工作人員取得聯繫，被告知支付1,000元便可
購買 132 課時的「心理諮詢師系統教學錄播課
程」，學員自主觀看學習即可。工作人員在收款
後10日內還將為學員製作並郵寄「高級心理諮詢
師證書」，而學員僅需提供身份證號、一吋證件
照。

國家衞健委全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試點工作專
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黨委書記
喬志宏指出，當前市場上充斥着大量商業化心理
諮詢短期培訓機構，其對學員了解淺層的相關技
術信息、行業動態等有一些效果，但無法培訓出
系統全面的專業能力素質，往往只要交錢即可參

加課程，且不乏部分機構將其培訓合格證包裝為
從業資格證。

據了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於2017年9
月取消了心理諮詢師職業資格認證，已獲證仍有
效。截至目前，內地尚未出現國家相關統一資格
證書考試。

上述被取消的心理諮詢師職業資格認證從誕生
之日起便存在門檻較低的爭議，比如即使沒有學
習心理學相關專業，只要有本科以上學歷，經心
理諮詢師三級正規培訓達到規定標準學時數，並
取得結業證書即可報名職業資格證考試。

療法有效性缺論證收費無標準
「原先門檻低，導致入行的人太多，應該把門

檻再提高。但現在連低門檻都不存在了，行業更
顯混亂，社會機構紛紛推出各種名義的證書。
2017年之前已認定的資格證反而更加金貴了。」
喬志宏說。

此外，心理諮詢療法的有效性缺乏論證，服務
收費缺乏權威標準。喬志宏告訴半月談記者，中
國心理諮詢業務開展規範欠佳，心理諮詢機構運

營模式過於商業化，多數機構未設置有效的服務
效果導向機制。「無論採取哪種心理諮詢服務方
式，都需要建立在對來訪者有效的基礎上，這需
要足夠的科學研究和證據支持。然而，目前尚未
形成統一的科學化、規範化、標準化的心理諮詢
療法。基於不同服務理念和業務操作的提供商，
只能根據各自成本標注其價格，全行業很難形成
合理、權威的收費標準。」喬志宏說。

◆來源：《半月談內部版》

◆河北省滄州市人民醫院安寧療護科主任郭艷汝
為新來的一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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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宇就讀的中學。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