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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近日，教育部、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全国妇联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
发通知，部署各地进一步加强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安全
管理。
　　通知指出，市场监管部门要压实生产销售企业主体
责任，督促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督促电商
平台经营者强化平台内经营者入驻资质资格审核，发挥
技术机构、行业协会作用，引导企业依标生产、依规销
售，不断促进产品质量提升。要加大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力度，以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主产区、批发市场、农村

集贸市场和电商平台等为重点，加大“网红”玩具、学
生文具用品抽查检查力度。会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制假
造劣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强调，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公安、市场监管、
城市管理等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查堵存在物理
危害、化学危害、可燃性危害以及不良行为引导的玩具
产品和学生用品，为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环境。要指导学校严格校园日常管理，严禁劣质有害产
品进入校园。对于集中采购的各类教玩具和学生用品，
要建立“双审查”责任制，把牢质量、安全、健康的第

一道关口。教育督导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督导，发现问题
及时报告，及时研究解决。
　　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定期组织开展有
针对性的宣传活动，让学生正确识别和自觉拒绝危险有
害玩具，做到不购买、不携带、不玩耍。要会同市场监
管部门组织开展“产品安全质量知识进校园”活动，会
同妇联组织加强包括玩具安全在内的安全知识宣传教
育，督促家长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孩子科学选
择、正确使用玩具和学习用品。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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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网红”玩具学生文具抽查检查力度

　　“面对考试带来的焦虑和压力，首先需要从认知上调整
心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牟文婷表
示，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对考试本身要有正确认识，不要
把一次考试看得太重，考试不是给孩子定性，是帮助他了解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还存在哪些不足。“如果家庭氛围
紧张，家长焦虑，对孩子会产生影响，对于考试这件事情本
身来说，家长首先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才能给孩子传达正确
的观念。”
　　在牟文婷看来，学生在备考过程中有焦虑或者压力属于
正常现象，在此过程中，孩子会更加重视学习，认真复习。
备考、考试、考后复盘，实际是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有研
究显示，考试是有助于增强学习的。
　　“针对考试带来的紧张和焦虑情绪，从行为层面上来
看，坚持体育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是户外，也可以是室
内。”牟文婷表示，如果天气寒冷，打球、游泳等室内锻炼
是不错的选择。与此同时，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
间。另外，“社交”对孩子调节心情也很重要，孩子们可以
一起玩耍，一起进行体育锻炼，但不能是一起玩网络游戏，
家长要控制孩子屏幕的使用时间，包括看电视、电影。
　　牟文婷表示，从心态来看，家长还要注意的是，不要将
孩子同其他人进行比较，如果孩子取得了进步应及时进行鼓
励和肯定，让其建立起成长型思维，形成正向循环。
　　徐高阳指出，对于家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愿意去了解和
接纳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孩子出现
的心理问题。他提到，在进行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流行病
学调查时，部分家长出于病耻感，对调查人员的询问非常排
斥。而在门诊中，他遇到过一些孩子，出现心情低落、厌
学、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现象，家长却断定“这孩子就是玩手
机玩的。”
　　与此同时，观察孩子的思维模式也很重要，比如，焦虑
的孩子会格外关注不确定性，然后把不确定性放大，再假设
一个不好的结果，这时，家长要去提醒或引导孩子朝正向的
思维思考，必要时可以求助心理咨询师或者医生。
　　徐高阳表示，对于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尽量将工作窗
口前移，早期识别、筛查并进行干预，“希望未来儿科门诊
的半数患者只是一般心理问题，回去观察、引导即可，那说
明大家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认识程度真的提高了，我们
的早期筛查识别工作也真的做好了。”徐高阳说。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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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焦虑。”提到孩子期末考试时，家长刘女士
这样说道。她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活泼爱玩。在刘
女士眼中，孩子复习不认真，对考试也不上心。有一次辅
导功课时，因为没控制好情绪，她和孩子发生了争执，结
果孩子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
　　“在儿科，不管是心理门诊还是精神科门诊，都会迎
来两个门诊量剧增的时期，一个是开学，一个是期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心理治
疗师徐高阳告诉记者。在期末季，焦虑和抑郁是儿童青少
年最常见的两种心理问题，许多时候，两种心理问题会同
时出现在一个孩子身上。考试是对学业的检验，学生面对
结果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成绩与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直
接相关时，比如家长、老师和同学们的态度等，会让他们
感受到焦虑。
　　徐高阳介绍，如果考前孩子突然向家里提出无法去学
校，或者始终担心受到批评、担心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取得
好成绩，这很有可能是焦虑反应。“这种典型的焦虑体验
甚至很有可能泛化到其他方面，比如担心自己的外貌、怕
同学不喜欢自己等看似与期末没有关系的表现。”焦虑还
可能导致或加重“强迫”。临近考试，有的孩子每次写作
业都要提前默念几句话、做作业反复修改、甚至经过学校
都要做出一个固定动作，才能对抗心中担心的事情，很有
可能也源于期末带来的压力。
　　“涉及抑郁情绪，无论是停留在一般心理层面还是疾
病层面，它带给个体的不适感要更复杂、更严重。因为心情
差前来儿科门诊就诊的患者，或许不见得能够达到抑郁症
的诊断，但至少是存在抑郁情绪。”徐高阳指出，许多孩子长
期处于恶劣心境下，期末作为一个促发事件，让他们心情
更低、兴趣缺失或是人际学习等社会功能受到损害。
　　徐高阳提醒，当孩子出现抑郁焦虑情绪时或许存在隐
匿表现，了解相关知识有助于将它们与心理问题建立联
系。比如，在排除器质性原因的情况下，孩子体重出现大
幅度降低或增高、恶心呕吐、长期腹泻、功能性腹痛（快
上学了就肚子疼，或者是每次考试就肚子疼），家长需要
提高警惕。表现在学习上，突然学习困难、厌学、课堂上
回答问题变得困难、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特别担心成绩
等，也提示着孩子可能在心理上出现了问题。另外，与睡
眠相关表现，比如反复做噩梦，或是持续失眠、早醒等，
也是家长们需要关注的方面。
　　有人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心理压力更大，如何看待这
种说法？
  徐高阳指出，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认为学习成绩好
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更强，所以在其表现出抑郁或焦虑情
绪时更容易吸引大家的关注。实际上，“成绩好”本身不
是根本影响因素，成绩带来的周围环境提出持续更高的要
求、孩子不接纳成绩波动等，才是影响情绪的直接原因。

焦虑抑郁是期末季学生最常见的表现

如何正确看待“考试”是关键

　　随着期末
考试季到来，有
些中小学生会
倍感压力，出现
紧张焦虑情绪。
导致焦虑情绪
甚至抑郁情绪
的 因 素 有 哪
些？家长该如
何应对孩子的
情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