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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界压力与刻板印象对青少年心理社会问题的影响
吕吉芮

（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胶州　266300）

【摘　要】青少年社会心理问题中的情感障碍问题分析与真实案例解读，剖析外界大环境下青少年的内心

想法、其他群体对其的偏见误解来源，提出措施与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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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心理社会问题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

一阶段，青少年的身心都在迅速地发展变化，并极易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然而，随着社会更新速

度的不断加快，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青少年心理社

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了当下不可忽视的热点问题。近年

来，来自外界对青少年的舆论压力与刻板印象愈加严

重，这无疑是在初成的心智上绑上了沉重的镣铐，正

一步步地套上一层层无形的枷锁，成为他们前行路上

的桎梏。

青少年的心理社会问题指的是青少年在发展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符合或违反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

或不能良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从而给社会、他人或自

身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的问题，可分为成瘾行为(主

要包括吸烟成瘾、游戏成瘾、网络成瘾等 )、内部失

调 (具体表现为个体内部认知或情绪上的烦恼、压力，

如抑郁、焦虑、青春期精神分裂、自杀倾向等 )、外

部失调 ( 表现在外部行为方面，如反社会行为、青少

年犯罪等 ) 等方面。其中，情感障碍、行为障碍、性

心理问题，学业不良等尤为突出。

2 问题解析

本文主要解析外界舆论压力与刻板印象造成的情

感障碍方面的影响。情感障碍包括器质性情感障碍、

心因性情感障碍 ( 焦虑症、强迫症等 )、内生型情感

障碍 ( 躁狂症、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等 )，而青少

年群体易产生的情感障碍则主要集中于心因性与内生

型两种，并以内生型尤为突出。

焦虑，指在日常情况下出现强烈，过度和持续的

担忧和恐惧的症状，表现为易失眠多梦，易被激怒，

陷入莫名烦躁、产生自我怀疑等。躁狂，表现为自我

膨胀、做事冲动、情绪高涨、精力充沛，但患者自我

感觉良好。几乎所有躁狂发作者最终都将走向抑郁。

抑郁，主要指以心境低落为主的一系列情绪问题，

包括轻微的消极情绪到严重的情绪障碍，是一种负性

情感障碍，一般会表现在情绪、认知和行为上，多表

现为压抑、沮丧、失眠、精力不济等，严重者甚至会

出现自伤行为和自杀倾向。

综上不难看出，青少年情感障碍既有情绪不稳定，

情感体验肤浅和情感反应低落等症状，亦有情绪体验

强烈，并且容易因外界刺激而导致失控等症状。一般

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等，是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正常生理反应，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极其常见。

由于此类病症的临床表现存在相似性和不确定性，无

形中会加大诊断难度和误诊几率。如果在出现上述问

题的情况下不加以解决，放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会产

生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发展成病态心理。

3 分析与见解

弗洛伊德有言 :“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

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

情的。”此处的宗教，不妨视作固执的人心。

在家庭方面，由于部分青少年长期处于父母的过

度保护或忽视下，缺乏对自己真实情绪感受的理解和

表达、鲜有与父母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等，导致情感

障碍的出现。在学校方面，由于学校过分重视升学率，

作出高密度高强度的课程安排几近“压榨”学生，而

忽视了学生该年龄阶段应有的身心健康发展，使得部

分学生不得不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出现“教

室焦虑症”，对学习产生厌倦情绪并逐渐发展成厌学

行为。在社会方面，由于青少年自身缺乏明确辨别能

力，社会经验不足，可能会因各种社会压力傍身无处

发泄而做出伤害他人、触犯法律的事情。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 :“孤独并不是来

自身边无人。感受孤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一个人无法

与他人交流其最紧要的感受。”

“天天不出门，闷也闷成抑郁了”“坚强一点，

生活比你艰辛的人都没抑郁，你就不行啦”“有压力

很正常，自己调节一下，让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多

大点事儿，又哭了”“这么年轻呢，别天天哭丧着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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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笑笑就好了”……

可是——如果已经无法再让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

呢？

如果已经没有心力出门了呢？

如果，已经笑不出来了呢？

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来自外界的声音，

这也许是绝大多数青少年日常能够得到的“安慰与帮

助”，也是社会对于青少年们年纪轻轻能够调整心态、

仅凭言语激励便能积极面对生活的刻板印象的误解与

盲从。

此类外界一直在向青少年灌输的所谓“心灵鸡汤”

真的起到了“治愈”心灵而不是“致郁”心灵的作用吗？

大众，尤其是中年群体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印象才大

多是片面刻板的。

家庭环境氛围、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师生

关系、学业成绩、认知和应对偏差等，都是导致青少

年抑郁的原因，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则是焦虑的两大

主要来源。

2021 年，央视首播了一部关于不同年龄阶段人群

面对抑郁的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第一

集“少年已知愁滋味”集中聚焦于青少年抑郁，见微

知著。片中几句话直接代表了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们的

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界对抑郁相关知识的匮乏：

“你情况咋样？还行，还活着。”“感觉自己就是一

片混沌，但是就是很明确的我想要去死。”这是青少

年抑郁症患者的自述。“因为她是那种从小比较开朗

那种孩子，怎么会得抑郁症呢？这个现在我也没完全

想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母亲如是说。孩子已近万

念俱灰、母亲对抑郁症的迷茫若失，问题昭然若揭，

令人痛心疾首。

2023 年的新春档电影《深海》，以其顶尖的粒子

水墨视效、独特的多种视角与深刻的内涵立意成为同

期多部温情喜剧向电影中的一股“清流”，一举入围

柏林电影节，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作品。

一个普通人拯救跳海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故事，一个

瑰丽绚烂而不圆满的梦，大胆将家庭因素造成的青少

年心理问题讲给世人。女主角一直将自己裹藏在母亲

留下的红色卫衣之下，以此作为内心对母亲思念依恋

但无所依从的自我保护和情感寄托，实则也是对自我

心灵的禁锢、隐藏，潜移默化最终形成的自我欺瞒的、

用以哄骗自己得到心理慰藉的假象。具象直观的病症

表现形象化地上演了一场缥缈与真实、脆弱与顽强、

冰冷与温暖、沉寂消亡与向死而生的救赎盛宴。主人

公讨好型的人格、处事待人小心翼翼、自卑弱小又渴

望依靠的鲜明形象抓住并切入广大青少年群体的内

心，回忆起自身经历并代入人物，当即泪洒观影现场。

该影片同样也令非青少年群体观影者狠狠共情泪目，

对于这类普通又神秘的病症有了正确的认识，进而对

这群特殊孩子有了关注，对当今社会的青少年群体有

了全新的理解。

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心理似乎被大人们主观理解成

了一种懒惰、懈怠、矫情、冲动、不懂事、无理取闹……

而那些性格开朗外向、活泼好动的孩子更是被冠上了

“快乐、不会抑郁”的头衔。事实上，抑郁症患者并

不是没有开心的时刻，只是由于生病，热情难以一直

存在。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学习上的领头羊，成绩一

旦下滑便会惨遭教师批评质问；生活中看起来安分守

己的孩子，一旦有与平时乖巧形象不符的言辞举动，

便会被当作学坏走偏；有与众不同的另类想法、喜欢

尝试新鲜事物或寻求刺激的孩子，背后惨遭诋毁是不

走正道、胡思乱想；为了买到自己深爱已久的事物设

法并努力赚取额外收入，因价格昂贵、并非国产或小

众罕见等理由而频频被否定、收到“跟风攀比”的负

面评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本该尽情展现个人

特色和魅力的青少年们须以一成不变、循规蹈矩的陈

旧面貌活在别人的传统印象里，大众的主流印象即是

评判青少年是否健康正常的标准？这样的审美主流当

真是众多人士所推崇的异于旧社会的“自由”“开放”

吗？

焦虑比抑郁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普遍。无法满足

父母教师的期望又不想让他们为自己费心；难以完成

自己的目标又不想就此放弃；学业上连连受挫造成习

得性无助，又难以真正找到出路……矛盾纠缠的内心

大大增加了焦虑出现的可能。

“读书才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你看看别人家

的孩子”……三言两语就会让学习动机较低的青少年

陷入活成父母想要的样子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矛盾

焦虑中，随时间推移而愈演愈烈。或许，活成父母想

要的样子、按父母的规划生活并非真正适合孩子，只

是父母长辈的虚荣心理作祟。为了在家庭聚会或闲谈

中撑住面子，于无形中将成就压力施予孩子，用孩子

的出色成绩来抬高自己的身位，以收获来自其他家长

对孩子的夸奖、对教育方法的肯定为荣已并非个例。

当今社会，处于朋友关系日益重要的青春期的青少年

们之间真正的内在攀比又有多少呢？而攀比之风盛行

的传言又何尝不是外界舆论所致、广泛流传于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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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间呢？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们已经在换位思考家长

的感受与希望，自诩于世间闯荡多年、阅历丰富的成

人们又是否做到了相互理解，给青少年们一个摆脱传

统思想、无须墨守成规、活出自我的机会呢？

人们通常认为，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必须经历

焦虑抑郁的过程，导致家长、教师等与青少年直接接

触的人群往往会忽视青少年的抑郁焦虑症状。研究表

明，青少年抑都和焦虑情绪的发生率分别是 73.2% 和

36.7%，有 70%~80% 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任何

的治疗，且年龄日益降低。未必是青少年们心理承受

能力变差，而是社会对青少年们同时承受高误解与高

期望的能力要求过高。世人一边痛心于各大新闻报道

案例中的青少年主人公因心理疾病殁亡、影视作品的

“由真实事件改编”，一边还在用固化思想教育着后代，

迫使他们一步步走上不归路，最终踏入深渊。

外界对青少年们的舆论压力和刻板印象，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也正是抹杀青少年们的自信心，将青少年

们推向情感隐碍深渊的“无情杀手”。青少年群体本

就脆弱敏感的心灵变得愈发破败灰暗，身为始作俑者

的外界大众又凭什么要求早已伤痕累累的心灵还要永

葆积极炽热呢？

4 解决策略

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

行科学的疏导与解决。

青少年自身应该学会正确与人相处和交往，增强

自身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等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

社会。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关注到青少年们所面临

的压力和问题，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帮助青少

年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家庭作为青少年的第一课堂，家长须积极主动地

与孩子进行交流沟通，了解孩子心理状况和发展变化，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

法。既要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了解青少年身心发展变

化规律，也应时常换位思考，解决孩子的心理负担。

若家长能够多鼓励孩子，多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让

孩子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不再按照自己的看法

去掌控孩子的选择和发展，将有效避免青少年出现情

感障碍等问题。

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更应重

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既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也

须针对特殊学生进行疏导。教育工作者们，放下“应

付检查”的噱头，真正走进青少年们的内心才是当下

所需。

社会是青少年成长、学习和生活的大环境，为青

少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提供相应的学习、生活资

源是应尽的职责。当今社会当更加开放包容，积极为

青少年创造一个和谐、健康、充满关爱的环境。

5 现象反思

正如卡尔·荣格所说，对于任何事物，要改变它

就要先接受它。谴责不会解放，而只会压迫。

青少年们敢于拿出勇气与魄力与世界交手，那有

着“今昔非彼”头衔的当今社会对于充满热血激情与

探索精神的青少年们脱离传统印象的个性张扬、与众

不同、追求新鲜、展示自我又何尝不能多一点认可与

鼓励呢？希望普天之下能对有心理社会问题的青少年

们多一些包容、理解与鼓励，少一些误解、排斥和流

言蜚语，给他们一个允许自己生病的机会，而不是一

味地埋怨、苛责、满不在意。

“我们坠落，破碎，掉落深渊，但我们终将被托

起，被治愈，我们无所畏惧。”希望存在心理社会问

题的青少年们，能够正确认识问题，消除“病耻感”，

勇敢地说出来，给自己信心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不必在意外界异样眼光和片面印象。没有人规定一朵

花一定要长成向日葵，做自己想做的光，便足以对弈

黑夜与寒冬。

直面黑暗、撕破黑暗，终将拔云见日、拥抱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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