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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刘露）
近日，2021 年闽侯县祥
谦镇高素质农民（省级
资金）种植技术培训班
顺利举办。至此，今年
闽侯县高素质农民培训
达到2300人次。

此次培训邀请福建
省农科院、福建农林大
学、福建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闽侯县农业农村
局等单位部门的资深教
授、专家和技术骨干进
行授课，开设种植养殖
专题班、乡村振兴专题
班、创业创新专题班、乡
村人才专题班等四种类
型专题培训班，将为闽
侯县建设高素质农业人
才队伍，实现乡村振兴，
促进农民增收提效提供
人才保障。

闽侯县高素质
农民培训开班

记者从家长那拿到一
张最新的回执单图片，上
面罗列着科普、文学、阅读
写作、军事地理等不同类
别，每一类包括若干刊物
名称，以及适读年级、半
年价格等，学生如要订
阅，可在自己想订的报刊
后打钩，之后将回执单和
相应的费用一并带回学校
交给班主任。

王女士告诉记者，尽

管回执单上没有注明具体
的赠品，但大多数刊物都
会随刊赠送一些小礼品，
或是模仿乐高的拼搭玩
具，或是简易的科学实验
工具，或是尺子橡皮铅笔
等文具……但也正因为不
知道会有什么玩具，孩子
为了得到各种各样的玩
具，甚至不惜花费近千元
订购刊物。

除了玩具赠品之外，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一些杂志的封面也被改版
得面目全非。有家长表
示，“在今年上半年的那次
征订中，为了让孩子多积
累些好词好句，就给孩子
选了一本《意林·小文学》，
这学期拿到刊物时震惊
了，硕大的‘女人坊’三个
字在封面的显眼位置，这
样的刊名不适合出现在小
学生的阅读刊物。”

被玩具“诱惑”
小学生疯狂订阅期刊

谢维兴老师表示，从众
多学生的案例中，我们不难
看出学生自身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自尊心强，对自己
要求高，但又不愿意吃苦，
遇到困难就逃避，希望“躺
平”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

然而，这是孩子的错
吗？谢老师分析，不少家
长认为：“我们从小也是挨
打挨骂长大的，为什么现
在的孩子这么脆弱？”然
而，家长们别忘了，和当年
相比，现在的社会环境已
发生很大变化，以前父母
可以接受孩子任何出路，
但现在谁能接受自己的孩
子考不上大学？和我们的

父母相比，这一代的父母
对教育严重焦虑，容不得
失败，容不得孩子输在起
跑线，最终这些压力都传
递给孩子，孩子也不能接
受失败，时刻要让自己被
夸奖、被关注，然而最终承
受不了任何一点挫败。

谢老师还认为，如今的
学生缺乏运动，尤其是城市
里很少再见到周末约小伙
伴去户外撒欢，课余时间被
各种兴趣班和网课填满，学
生慢慢地失去快乐。就算
不学习，也是窝在家里玩游
戏，而手机和电脑又常常是
家长的“眼中钉”。无处释
放的孩子和家长之间充斥

着矛盾，动不动就是一场鸡
飞狗跳的战争。

谢老师提醒，抑郁症防
不胜防，做好早期筛查和干
预非常重要。学校每学期
都会对全体学生进行心理
教育，对学生进行心理测
评，如果出现抑郁倾向指数
比较高的学生，学校会第一
时间让班主任和家长进行
沟通，同时让学生安心，让
他们知道任何事都可以找
老师或家长倾诉，任何事都
有解决的办法。此外，学校
对老师进行心理教育培训，
能够及时识别学生心理问
题，面对突发状况知道如何
处理危机。

不说话，双腿不停地发
抖，胳膊上满是自残留下的
伤痕……这是谢维兴老师
第一次见到初中生小 Q 的
样子。“当时小Q已经休学，
他的妈妈带他来做心理咨
询，经过共同努力，在近三
年的持续干预之后，他最终
参加了中考，虽然成绩不理
想，但至少正常进入一所中
职学校。”

小 Q 从小和爷爷奶奶
生活，缺少父母的陪伴，形
成了内向、敏感的性格，在
小学低年级时，成绩还过得
去，进入五六年级后，学习
难度增加，由于没有父母的
辅导和监督，小Q的成绩一

落千丈，在上初中后，学习
任务更繁重，小 Q 倍感吃
力，数次考试都是倒数，他
越来越自卑，认为自己一无
是处，积压的痛苦让他开始
伤害自己。

“不仅如此，表现优异
的学生也是抑郁症高发群
体。”谢老师告诉记者，一名
挺优秀的女生在高三时突
发抑郁，在咨询过程中了解
到，由于该女生所在的高中
是一所知名高中，她身边的

‘学霸’比比皆是，所以她给
自己定的高校目标是 985，
但以她当时的成绩，上 985
高校的概率很低，她又不能
接受其他大学，所以在高三

的压力下，女生一夜之间就
抑郁了。

谢老师表示，与成年
人抑郁症不同，学生抑郁
症的表现更容易被误解和
忽视，因为伴随着青春期，
学生抑郁症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情绪低落，不爱说
话，厌学，对任何事情都没
兴趣，这很容易被家长认为
是叛逆、懒惰的表现；情绪
烦躁，爱发脾气，容易和身
边的人发生冲突，这时常被
误解为正常的青春期；自己
伤害自己，甚至自杀，有些
家长会以为这只是孩子为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挟他
们的手段罢了。

学生抑郁症更容易被误解 孩子的问题出在家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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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玩具赠品，孩子根本不看选的期刊
适不适合他，执意要花近千元征订报刊。”近日，福
州一小学生家长王女士通过“智慧海都”APP反映，
由于上学期在学校订购的杂志有赠送玩具，前阵子
学校刚好下发了新学期的《精品期刊订阅回执单》，
孩子回到家立马兴奋地勾选起来，为了得到更多的
玩具，才二年级的他居然选择了适合四年级以上学
生的读物。

据记者了解，学校每学期会让学生自愿选择订阅下
一学期的报刊，前阵子刚统计了2022年（1—6月）的征订
情况。这原本是倡导学生多阅读的好事，不知何时开始
变了味，学生订报刊更多的是奔着那些诱人的玩具，相
比之下，订阅的刊物反而成了名副其实的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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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找到一小学教导
处负责人，被告知不清楚具
体情况。随后，校辅导员张
老师来电称，礼品是期刊社
或出版社随刊附赠的。

对于“订阅回执单”是
怎么出炉的，记者询问了
一位小学班主任，被告知
不清楚具体情况，只知道
是从邮局拿来的征订单，
但不知道是哪里负责和邮
局对接刊物的发行。不
过，学生或家长是否订阅

完全是自愿的，若认为不
需要也可不订。

家长陈先生表示，“借
丰富知识面的说辞和孩子
喜欢玩具的特点，趁机向学
生和家长进行商业促销。
这种做法商业味太浓，孩子
经不起玩具的诱惑，家长不
同意订阅，孩子就闹别扭，
还说不用家长的钱，可以用
自己的压岁钱订购。”

闽师专教科所专职研
究员何捷老师表示，鼓励

学生阅读是应该倡导的，
但现在杂志经营困难，想
通过赠送礼品等方式增加
订阅量，不少杂志一号多
刊，出现监管漏洞。“建议
完善入校刊物的审批制
度，必须经过审定委员会
审定后才能进入班级共
读。同时，建立试读制度，
在班级图书角尝试投放
1—2 期，追踪记录学生的
阅读内容和兴趣，再决定
是否进入征订名单。”

可建立班级试读制度

“女人坊”适合小学生吗？

福州市谢维兴名
师工作室（心理健康教
育）领衔名师 谢维兴

近日，教育部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
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去年9月，国家卫健委也曾发文，
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
容。显然，学生抑郁症频发、低龄化等现象得到进一步重视。

据人民日报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近三成14—35岁
青年有抑郁风险，其中，有高抑郁风险的占8.1%，有抑郁风险
的占21.4%。

尽管如此，仍有人认为学生抑郁症“就是为了逃避学习在
装病”“都是矫情，作”，真的是如此吗？海都邀请心理健康教
育名师谢维兴聊一聊关于学生抑郁症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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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抑郁症是“矫情病”吗？

教育部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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