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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学校喜欢动别人
家长常常被老师“约谈”

“我儿子今年成绩下降得很快，学校

老师还经常给我打电话，上课也不专心，

脾气很暴躁，说他几句就不耐烦，不知道

怎么回事，看到他我自己也很心累⋯⋯”

不久前，市民周女士来到丽水市人民医院

心理健康科，想替自己的孩子问问心理专

家。

周女士介绍，他的儿子小启（化名）今

年读三年级，一二年级时各科成绩能考 90
分以上，可到了三年级只能考六七十分

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聪明，但做作业

就是不专心，你不盯着他写，他的笔就放

下来了，东张西望的，东摸摸西摸摸，时不

时发呆，其他同学 20 分钟能完成的作业

他经常要做两个小时。”周女士说起儿子

的“坏毛病”很是头痛。

“他一出门精力就很旺盛，不看着他

就东跑西跑，疫情做核酸检测要排队，他

也很没耐心，就会在旁边干扰。”周女士

说，为了改掉儿子的毛病，她也是用心良

苦，奖励和惩罚的方式都用了，可效果甚

微，常常只有几秒的有效时间。

“这个学期，老师常常给我打电话，孩

子上课不专心就算了，还会动其他同学，

每次老师电话打来我都很不好意思。”周

女士说，儿子同学的家长也反应孩子在校

会推同班同学，所以学校老师就建议周女

士带孩子去医院看看是否得了多动症。

多动症的表现有很多
切勿盲目给孩子贴标签

那像周女士儿子这样的情况是否为

多动症呢？为此，周女士带着小启来到丽

水市人民医院就诊，主管心理治疗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洁接诊，经过一系列

问诊、检查、评估，小启被确诊为“注意力

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就是大家俗

称的“多动症”。

那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陈洁医

生介绍，多动症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一种神

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与其年龄不相称

的注意力易分散，注意广度缩小，不分场

合活动过多和冲动行为为主要特征，并伴

有认知障碍和学习困难，智力正常或接近

正常。男女比例为 3-4:1，目前中国学龄

儿童的患病率在 5%左右。

陈医生介绍，多动症的症状标准有两

大项 18 条，分别是——注意力缺陷：经常

不能密切关注细节或在作业、工作或其他

活动中犯粗心大意的错误；在任务或游戏

活动中（指学习）经常难以维持注意力；当

别人对其直接讲话时，经常看起来没有在

听；经常不遵循指示以致无法完成作业、家

务或工作中的职责；经常难以组织任务和

活动；经常回避、厌恶或不情愿从事那些需

要精神上持续努力的任务；经常丢失学习

或活动所需的物品；经常容易被外界的刺

激分神；经常在日常活动中忘记事情。

多动冲动：经常手脚动个不停或在座

位上扭动；当被期待坐在座位上时却经常

离座；经常在不适当的场所跑来跑去或爬

上爬下；经常无法安静地玩耍或从事休闲

活动；经常“忙个不停”，好像“被发动机驱

动着”；经常讲话过多；经常在提问还没有

讲完之前就把答案脱口而出；经常难以等

待轮到他或她；经常打断或干扰他人。

陈医生表示，注意力缺陷 9 条中达到

6 条和多动冲动 9 条中达到 6 条，而且时

间持续在 6 个月以上，发生的场合也要有

两个或以上，症状干扰或降低了社交、学

业或职业功能的质量，没有其他精神障碍

的情况才有可能是最终确诊为多动症。

“小孩子本身就是好动的，有些好动

的孩子但不一定是多动症，家长发现孩子

遇到上述这些情况时，要提高重视，可向

专业医生进行相关咨询，切勿盲目给孩子

贴上‘多动症’的标签。”陈洁说。

需医生家长老师多方努力
让多动症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约有 2300 万

儿童和青少年患多动症，但这种疾病的就

诊率仅为 10%。很多家长认为，孩子患了

多动症不要紧，随着年龄增长会慢慢好

转。其实，并非如此。医生建议，家长们

应重视孩子多动症。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会得多动症

呢？

“多动症的原因主要包括遗传因素、脑

机构异常、心理社会因素及环境因素以及

神经递质、生化递质的不平衡等，都有可能

引起多动症。”据陈洁介绍，孩子往往小学

三四年级因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成绩不理

想，社交出现状况，甚至到青春期，多动症

的问题才被家长意识到。对此，陈医生强

调：“家长察觉孩子有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

问题，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检

查。此外，儿童多动症干预治疗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学龄期症状明显，影响孩子学

业、社会功能，需要药物干预，研究表明，不

干预的话，60-70%的多动症会发展至青少

年，69%的患者有一种共病，比如对立违抗、

品行障碍、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30%会持

续终生。

那面对有多动症的孩子，家长应该怎

么做呢？陈洁建议家长首先在认知上进

行调整，理解孩子出现不乖的情况很多时

候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家长要多看到孩子

的优点，需要给孩子更多的行为辅助，如

协助孩子制定活动清单、学习计划、给予

孩子鼓励支持。

同时，针对 2-10 岁的多动症儿童，言

语发育基本正常，没有严重的对立违抗行

为，陈医生为家长推荐了巴克利博士行为

矫正八步法：一是设置亲子游戏时间；二

是运用表扬使孩子服从；三是提出更有效

的要求；四是用关注法减少对父母的干

扰；五是建立家庭代币方案；六是用扣分

法管理不良行为；七是用暂时隔离法处理

严重的不良行为；八是扩大隔离法的使用

范围。

“当然，多动症的治疗需要多方协作，

除了家长外，学校也可让老师接受相关培

训，提高讲课技巧，用生动讲解来吸引学

生注意，教学过程因材实教，避免过度批

评。”陈洁说，多动症的治疗需要医生、家

长和老师共同努力，帮助孩子缓解核心症

状，减轻社会功能影响，让孩子能保持身

心健康。

如何识别孩子是否有多动症来

，听听医生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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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手这么动来动去，摸这摸那的是不是有

多动症啊！”这样的话很多家长都跟孩子说过，一

旦孩子调皮捣蛋或是学习注意力不集中，父母就

会来一句：“你是得了多动症吗？”在日常生活中，

不少孩子都有被口头“诊断”为多动症的经历，那

么多动症究竟有什么表现，如何判断孩子是否有

多动症呢？日前，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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