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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总是开小差，一个学期下
来，课本还是新的。”前不久，一个工作
日的上午，本该是上课时间，北京五年
级小学生康康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
简称儿研所）学习困难门诊就诊。

康康母亲满脸焦虑地向医生讲述
孩子的情况：“进入四年级后孩子的成
绩逐渐下降，到了五年级彻底跟不上
课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求助医生。

记者注意到，当时候诊大厅基本
坐满了人，有十多位家长带着孩子正
在候诊，有的一家老小都出动了。这
些孩子多半在埋着头玩手机。

“孩子根本学不进去，不知道是孩
子生了病还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出了问
题。”孩子进入诊室后，一位在外焦急
等待的家长对记者如是说。

实际上，北京、上海、江苏、河南、
广东、广西等地一些医院近年来都先
后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主要面向
那些不愿上学的适龄儿童，这些孩子
的常见表现为早晨拒绝前往学校，甚
至出现长时间的缺课现象。

孩子为何“拒绝上学”？如何保障
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受教育权？带着问
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针对学习困难问题
医院纷纷开设门诊

“‘拒绝上学门诊’开设5个月接
诊4000人”“学习困难门诊能帮家长
走出焦虑吗”“孩子数学学不好可能是
数学障碍”……

在学习困难门诊的相关报道下，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人认
为这类门诊能够敏锐地洞察并有效解
决孩子的情感需求；另一部分人则将
其归结为部分家长为教育焦虑交的

“智商税”，是“病急乱投医”。
而相关门诊的医生则认为，对于

“拒绝上学”这一行为，家长和社会都
不应轻视，这是孩子在面临困境时发
出的信号。

学习困难，孩子本身最苦恼。康
康向医生倾诉，自己真心想好好听课，
然而无论怎样努力控制，还是不由自
主地走神。

在经过一系列的注意力测试后，
康康被确诊为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动症。

“康康的案例极具代表性。”接诊
医生解释说，在门诊中，学习困难的发
生率大约为20%，其中男生出现学习
困难的数量相较于女生要多一些，并
且这种情况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表现得
更为显著。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的原
因是多动症，占比达60%以上。“学习
状态不好”“成绩不行”“写作业拖拉”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等，几乎是家长
们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

“就拿康康来说，低年级时题目较
为简单，他本身智力也不错，所以即便
上课走神，也能够跟得上学习进度。
然而，随着学业难度的不断增加，多动
症导致的注意力不集中问题愈发凸
显，进而使得他的学习困难情况表现
得越来越明显。”医生说。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
北京、上海、江苏等很多地方的医院都
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专门针对在学习
方面出现问题的孩子，具体涵盖了注意
力缺失等认知层面的问题，以及心理和

情绪问题、智力结构偏向问题等。
其中，儿研所的学习困难门诊自

2022年5月开设以来，每年接诊8000
多名患者。该门诊旨在通过多方面检
查评估，寻找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
因、排查影响学习表现的疾病，针对注
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障碍等进行诊
断评估、干预指导、家长教育及药物治
疗综合干预。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理卫生团队
与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院联合设立的

“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门诊”系特需门
诊。记者在官方预约挂号渠道查询看
到，整个12月的就诊号源已经全部约
满。

据医学专家介绍，“拒绝上学”并
未被列入既定的诊断标准，其并非一
种独立的疾病，一般会与其他精神或
心理问题一同出现。从国际层面来
讲，有学者把“拒绝上学”定义为儿童
自发地拒绝上学，抑或难以整日在课
堂上坚持学习的表现形式。

有些确有就医需要
有些症结在于家长

北京市民赵琳是10岁男孩童童
的母亲，她经常接到学校老师的“投诉
电话”，反映童童上课坐不住，动来动
去，手里喜欢不停地抠东西，甚至把靠
窗位置的墙皮抠得稀碎。他还总影响
其他同学，无法独立完成作业。

前段时间，赵琳带着儿子来到北
京朝阳一家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就诊，
在做完200多道测试题后，医生递给
她一份诊断结果，上面写着“中度抑
郁”，建议吃药观察。过了几日，她在
网上看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开设“拒绝上学门诊”的消息，又
抢了个号。

在北京儿童医院，医生问诊后并
没有给出“抑郁”的诊断，而是说孩子
的问题在于“有点紧张”，建议家长多
参与孩子成长，不定时带孩子来门诊
进行心理辅导，多与大自然接触。

这个问诊结果让赵琳稍微“松了
一口气”。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家庭
陪伴和医生心理辅导，童童的情况得
到了一定缓解。赵琳近日告诉记者，
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接到老师的“投
诉电话”了，孩子慢慢也能独立完成作
业了。

“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
多，既有可能是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也有可能是教育方式不当、孩子出现
情绪问题、家长期望过高造成孩子压
力过大等原因。”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发育行为
科门诊主任靳彦琴说，从就诊情况来
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造成孩子学
习困难的主要原因。

她告诉记者，大多数孩子确实存
在就医需要，少部分孩子是因为家长
情绪焦虑。患者就诊时，医生通常会
先进行专业评估和生理检查，鉴别造
成学习困难的具体原因。大多数孩子
具有正常智力水平，但在某一学习能
力领域可能存在障碍，医生会针对诊
断出的问题，给出一些具体治疗和干
预的方法，避免和同龄儿童的差距进
一步扩大。

“学习成绩不理想与学习困难并
不能画等号。”靳彦琴举例说，以百分
制为例，有些孩子虽说只取得六七十
分的成绩，但孩子已经很努力，这实际
上可能是孩子本身的学习能力就存在
问题。当面对可能无法实现的预期结
果时，家长、孩子以及学校都应当以理
性的态度去看待，防止因过度焦虑而
给孩子带来挫败感。

也有教育专家指出，教育方式不
当、家庭环境不稳定、教学方法不适
合、校园人际关系问题、教育焦虑的蔓
延等原因，也导致一些孩子经常处于
焦虑和恐惧之中，无法安心学习，学习
成绩因此受到影响。

医院家庭学校合作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

在医院门诊采访时，记者感受到
家长对让孩子接受治疗和看到治疗效
果的迫切心情。一些家长反复催问：
我家孩子是病了吗？吃了药多久能看
到孩子好转？孩子的××症状什么时
候能彻底消失？

医生会耐心回复：“不能要求孩子
完美。”

家长如何正确判断孩子是否需要
进行医疗干预？

靳彦琴举例说，比如学校开学已
将近一个学期，孩子已然适应了学习
环境，然而即便有老师和家长的共同
努力与帮助，孩子的学习状态依旧欠

佳，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完成作业困
难、丢三落四等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
孩子的学业和生活时，家长就应当重
视了。

靳彦琴介绍，在因为学习问题前
来就诊的孩子里，有三分之二的孩子
会被确诊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
些孩子通常有多动、注意力难以集中
以及冲动等表现。但是“多动的孩子”
不一定都是多动症，倘若老师频繁反
馈孩子上课存在注意力方面的问题，
又或者家长在辅导孩子时深感疲惫，
乃至整个家庭状态都因此受到影响，
那么就应当及时对孩子进行专业的评
估和干预。

专注于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临
床、科研和教学工作20年的崔永华指
出，很多家长比孩子还容易焦虑、情绪
失控，这些对孩子是不利因素。家长
不当的养育方式会影响治疗效果，这
种案例比比皆是。

崔永华提醒家长，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实施良好的教育方式，有助于
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防止孩子发生
不良问题的风险。因疾病导致的学习
困难，需要漫长的治疗过程，一定要按
时就医，不可随意停药，需要根据孩子
的症状、体重和用药效果不断调整治
疗方案，才能收获更好的治疗效果。

有业内人士建议，医院方面加强专
业人才建设，培养更多专业的儿童精神
科医生、心理医生、康复治疗师等，提高
学习困难门诊的诊疗水平。完善诊疗
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学习困难诊疗服务
体系，包括诊断、评估、治疗、康复等环
节。医院应加强与学校、家庭的合作，
形成全方位的治疗模式，为孩子提供更
加系统、全面的治疗服务。

此外，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普及
学习困难的相关知识，提高家长和老
师对学习困难的认识和理解。医院可
以举办科普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利用
媒体宣传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学
习困难的症状、原因、治疗方法等。

教育专家李一陵认为，家长要树
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尊重孩子的个性
和兴趣，采用科学、合理的教育方式。
不要过分强调孩子的学习成绩，要注
重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思维能力和
创新精神。同时，家长也要给予孩子
足够的关爱和支持，让孩子感受到家
庭的温暖，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他还提到，学校层面，教师要根据
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采用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例如，对于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可以
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游戏教学等方式，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对于
存在一定学习障碍的学生，可以采用
个别辅导、分层教学等方式，帮助学生
克服学习困难。同时，学校还要加强
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健全心
理健康教育体系，与家长及时沟通和
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学习困难门诊的火爆，反映出社
会对儿童学习问题的高度关注。学习
困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背后涉及医
学、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因
素。要解决学习困难问题，需要医院、
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疗和支持体
系，才能帮助学习困难的孩子克服困
难，提高学习能力，实现健康成长。”李
一陵说。 据《法治日报》

漫画 李晓军

孩子学不进去成绩差是一种病吗？
记者调查：学习困难门诊火爆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