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1)2019.2

卫生管理与健康

重视青少年心理特征探究，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张玉琼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392 部队  辽宁  大连  116000 ）

【摘 要】近年来，关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报道层出不穷，解释青少年的行为需要探寻青少年的心理特征，通过对青少年主要

心理特征和个性精神特征的探究、总结，有针对性地施策积极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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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青少年，可以特指一类人群，而在社会学中，

青少年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学上通常认为：青少年

是指孩童从青春期开始到成熟期开始的阶段，或着说是介于儿

童和成年人之间的阶段。世界卫生组织（WHO）界定的青少年

年龄界限为 10-19 岁，青少年时期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时间阶段，

它是由孩童随着生理成长而带来的一系列心理特征和精神特征

的汇总时期。普遍认为，心理是共性，精神是个性。群体心理

的个性是每个单独个体所呈现的精神状态，与群体共性特征是

被包含关系。比如，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类型就可以

是精神疾病，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心理问题，但心理问题不一

定是精神疾病。

一、青少年主要心理特征

青少年的主要心理特征是喜欢新鲜事物、缺乏安全感、喜

欢挑战、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他们积极寻求自我，对外界事

物和自己的变化都感到好奇，同时易怒、不稳定、冲动。他们

渴望获得自由、渴望被委以重任、渴望被成年人聆听。他们常

常高估自己的能力，可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会有些焦虑，

因为他们即将面对压力巨大的高考以及高考后从未有过的自由。

二、青少年的主要个性精神特征

1、迷茫和叛逆。青少年最具特点的生理特征是好奇、冒险、

勇于尝试，他们追求自由，在成长的过程中要面对自己发育迅

速的身体和探索发展迅速的社会，他们会迷茫、会不知所措，

因为要慢慢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觉得自己没法再获得父

母的帮助。所以他们带着这种迷茫的态度，会尝试很多种动作，

做出各种各样、在成年人看来奇奇怪怪的叛逆的行为，当然并

不是所有青少年都会有明显的叛逆心理，所以叛逆是一种常见

的青少年个性精神特征而不是主要心理特征。他们的欲望、能

力随着生理的成长而成熟，但他们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并没有

成熟，这时候大多数青少年会有叛逆的精神特征、会犯错，这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2、恐惧和厌学。这种青少年精神特征也比较常见，因为恐

惧而产生的厌学通常发生在初中、高中阶段，一方面学业压力

的日渐加重、来自老师的压力，自己想要持续优秀但似乎别人

比自己更加优秀，恐惧老师、恐惧上学、恐惧更优秀的同学们；

另一方面由于校园霸凌，很多青少年被欺凌后都不敢向老师和

家长反映，问题自然得不到解决。但是他们又害怕继续被欺负，

所以就会产生厌学情绪，对上学感到恐惧。

3、网瘾和抑郁。网瘾问题也是青少年时期常见的个性精神

特征，青少年心智不够成熟，缺乏控制力，在成长过程中如果

遭遇到不合心意的事情，就很容易自暴自弃，躲避到虚拟的网

络世界中去寻求安慰。戒不掉的网瘾易造成抑郁，青少年时期

也是自杀事件的高发时期。对很多网络成瘾、抑郁的青少年而言，

上瘾行为本身就是对生活的沮丧、厌倦、叛逆、恐惧、厌学所致，

试图通过虚拟世界向外界宣泄着自己的痛苦和无力感，但最终，

网瘾只能让青少年滑向抑郁的深渊，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三、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引导策略

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需要家庭、校园和社会三者的

共同参与，缺一不可。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教育和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

发展最重要的一环。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离不开家长的积极参

与，家长最好用价值观而非情绪来管理青少年，情绪不能传递

价值观，不好的情绪只能传染更加不好的情绪。家长在引导时，

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青少年成长的的哲学，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一点一滴地改善青少年在成长环节每一种能力，日积月累，形

成一个积极、健康的成长轨迹。

学校是当下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教育和辅导的主要场

所，青少年们的主要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老师、同学是陪伴

他们时间相当长的伙伴。因此，老师和同学们都要关注时下比

较热门的校园霸凌问题，发现苗头积极作为，不能无动于衷。

学校应当适当邀请专业的心理老师来为学生进行心理指导，拥

有专业知识的心理老师能够从客观、专业的角度看待青少年们

的心理状态，并且能够提供有效的建议来帮助青少年们解决自

己的心理问题。学校遵循“防大于治”的原则，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干预，同时也帮助家长公正客观的了解和看待自己的孩子，

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

要在社会上形成更加包容开放和健康的氛围。青少年时期

是儿童向成年转型的关键阶段，青少年们尝试象征成年生活的

事宜，对家庭和社会的很多现象、习俗传统提出质疑，试图用

自己的视角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影响

也同家长和学校的作用一样不可忽视。比如很多大公司推出的

游戏都有青少年防沉迷机制、网警网监部门对网络环境的定期

和长期净化、各大媒体传播正能量信息、电商软件开发商积极

开发青少年专用 app 等等，这些做法都能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减少不良社会习气对青少年的影响，有助于引导青

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增加了我们对青少年行为表象

的理解，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是一个值得迫切关注的点，本

研究为家庭、学校和社会积极引导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提供了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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