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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遭受心理健康问题

的困扰。《半月谈》记者通过调研发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具有“四无”特点。本文联系实际，对青少

年“四无”心理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反思，并对相关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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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bout one in five adolescents in the world is suffering fro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rough in-
vestigation, the reporter of Banyuetan found that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noes”. Combined with practice, the author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four noe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t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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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2019 年 11 月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 12 亿 10 至 19 岁青少年

群体中，约 20%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约 16%遭受的疾病和伤害由心理健康问题引发；在中低收入国家，

10 至 19 岁青少年约 15%曾有过自杀念头；自杀已经成为青少年群体的第二大死亡原因[1]。2021 年 4 月，

《半月谈》记者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

南方医科大学等科研机构的一份调研发现，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具有“四无”特点，即学习无动力、

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生命无价值感[2]。作者结合现实中对青少年现状的了解，对“四无”心

理问题进行归纳和反思，并对相关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2. 当代青少年“四无”心理问题的典型表现 

(一) 学习无动力，不知道为什么而学 
在中小学阶段，成绩差的学生往往不愿学习，讨厌学习，甚至逃避学习，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也

有调研发现，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也存在厌学情绪。如，北京大学对一届新生的调研数据显示，有 30.4%
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 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而这些学生成长过程

中没有明显创伤，生活优渥、个人条件优越[3]；西安交大的一项调研则显示“超过三成的同学经常不想

起床、不想上课、不想学习。……还有将近 5%的学生讨厌学习或者为了他人而学习”[4]。研究人员通

过分析典型案例发现，那些优秀的孩子物质条件富足，知识面也开阔，但却打心底认为，考上好大学是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了却家长的心愿，而今任务已然完成，便再无动力去学，找不到学习的目的和

意义何在。 
(二) 现实世界无兴趣，沉迷网络游戏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手机和网络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但手机和网络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对于自制力相对较差的青少年来说，这

个挑战尤为巨大。部分青少年对手机形成依赖，课上课下难以从手机中抬头，他们在网络世界表现活跃，

现实生活中则寡言少语，不愿跟其他人交往互动，对于各种校园文化活动、班级集体活动尤其抗拒。研

究表明，网络游戏、网络交往等刺激能促使多巴胺分泌形成愉悦感，但这种愉悦感会使人丧失对其它活

动的兴趣。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一些青少年学生沉浸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不能自拔，除了网络游戏之外

再无其它兴趣爱好的学生比比皆是，有些学生因此耽误学业而被降级或退学，还有的人甚至将网络游戏

当做赖以生存的动力，以至于近年来因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引发的自残、自杀事件也屡见不鲜。 
(三) 升学、求职无自主意识，独立性差 
当代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衣食无忧，除了学习上的压力，他们几乎没有经历什么挫折磨难，

加上受传统应试教育影响，很多人习惯于听从学校和家长的安排，缺乏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有的青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528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唐桂梅 等 
 

 

DOI: 10.12677/ae.2021.115284 1855 教育进展 
 

年在升学考试后对填报志愿很漠然，全凭家长代为处置，面对求职就业也茫然不知所措。这些学生在家

里有长辈的多方照顾，遇到困难或犯了错误，有家人帮忙解决；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实践锻炼不足，不懂

得换位思考，总是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归结为外部原因，情绪调控和抗压能力也普遍较弱。有的学生对

自我的认识和评价不够客观，自我定位不准确，容易好高骛远，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况和多样的就业选择

往往犹豫不决，错过很多机会；也有的学生面对就业压力，甚至采取逃避的应对方式，更有甚者，一毕

业就“自愿失业”，沦为“啃老”一族。 
(四) 生活无意义，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当今社会，一方面家长为了让孩子得到优质教育资源，很多人让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投入到学业竞争

当中；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一直在实施高强度、高频次的考试评价，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学业压力和挫折感；

此外，家长和学校已经绷得很紧的同时，社会职场的高度竞争也导致成年人自身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

进而造成亲子关系的恶化。因而，一些处在焦虑漩涡中心的孩子，则成了“空心人”，虽然他们衣食无

忧，但却内心空虚，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有的青少年被形容为“如行尸走肉般活着”。这些人物

质层面充分满足，但精神层面普遍供养困乏，以至于情绪上烦闷抑郁，亲情上淡漠，对生命极端漠视，

从而出现自残、自杀，甚至弑亲等极端行为。 

3. 对当代青少年“四无”心理问题的反思 

(一) 高度焦虑的家长和不恰当的家庭教养方式是青少年“四无”心理问题的摇篮 
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国人普遍存在高度焦虑，望子成龙的传统理念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共

识，让不计其数的青少年在完成高考使命之前的日子里，在家长的监督下奔波于各种培训机构之间，周

末休息成了奢望，更有甚者，有面临中考的孩子连刷牙的时间都被家长掐着秒表。与高度焦虑的家长相

对应的，往往是不恰当的家庭教养方式。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两个

维度：一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情感态度，即接受–拒绝维度；二是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和控制程度，即控制

–容许维度。在情感维度的接受端，家长以积极、肯定、耐心的态度对待孩子，尽可能满足孩子的各项

要求；在情感维度的拒绝端，家长常以排斥的态度对待孩子，对他们不闻不问。在要求与控制维度的控

制端，家长为孩子制订了较高的标准，并要求他们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在要求与控制维度的容许端，家

长宽容放任，对孩子缺乏管教。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四种教养方式：权威型(接受 + 控
制)、专断型(拒绝 + 控制)、放纵型(接受 + 容许)和忽视型(拒绝 + 容许) [5]。其中，权威型是一种理性

且民主的教养方式，是最能培养心身健康孩子的教养方式，但也是高度焦虑的家长们最难做到的教养方

式。 
(二) 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是青少年“四无”心理问题的推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现在很少有孩子能够接受关于管理负面情绪的正确指导，也很少有受

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孩子能够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当中，考试无疑是相对公平合理

的人才选拔的考核方式，因此，素质教育虽然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但在中考、高考的大棒指挥下，学校

应试教育的模式并没改变。过分追求升学率的功利化应试教育不仅体现在对题海战术、学习成绩的盲目

追求上，更可怕的是它代表着一种以考试成败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片面的功利化的价值导向。在这样的

价值导向和高压下，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心理困扰得不到需要的理解和帮助，

长此以往，就没有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可言。 
(三) 社会环境氛围是青少年“四无”心理问题的根源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把双刃剑，它让人们衣食无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很多不良影响。一

方面，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职场竞争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社会氛围也变得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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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浮躁。对于广大普通百姓来说，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在社会竞争中取得优势，于是，家长们打着“为

你好”的旗帜，竭尽所能地把家庭投资倾斜在孩子的学业教育上，同时也把焦虑和压力传导给孩子，诱

导或逼迫孩子过早投入学业竞争。这使得在孩子真正的兴趣和天性被压制的同时，由此引发的心理健康

问题却没有引起重视，有的家长甚至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无法理解，以为只是青春期“叛逆”而已。另

一方面，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青少年在网络上获取各种信息或游戏变得极为容易，一些类似于“宁可

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精致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思想，也积极容易地侵入到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当中。 

4. 当代青少年“四无”心理问题干预策略思考 

(一) 立德树人，加强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现代教育要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贯彻“立德树人”根本思想和原则，强化价值引领、

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理念，培养珍爱生命、热爱科学、求真务实、奉献社会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当代青少年所表现出来以“四无”心理为典型特征的心理问题，也折射出当今中国社

会仍然普遍欠缺核心价值观念，学校在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方面、价值引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高，但其思想意识并没有完全从贫乏中解放出来。

在这种社会巨变中，意识形态的塑造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颇

为盛行，以至于经济收入成了衡量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重要标准。这种情况下，个体极易出现无意义、

无价值、精神空虚等问题。因此，学校教育应以“立德树人”为指导思想，以“课程思政”为落脚点，

加强青少年的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坚持不懈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

者”[6]，致力于提高青少年自身的思想品质，增强抵抗力，自觉抵制不良影响。 
(二) 重视生命意义教育，引导青少年敬畏生命、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学校应重视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引导他们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自我同

一性发展是人们青少年时期面临一个重大人生课题，他们要在自我形象中去整合“我是谁”、“我要做

什么”、“我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为什么活着”之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每一个青少

年都能够顺利地进行自我形象的整合，有的人可能出现自我同一性危机，以至于出现自我意识的偏差，

甚至迷失自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找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有的学生沉溺在虚拟的游戏

世界，打打杀杀，醉生梦死。他们在网络游戏中，可以复制生命，可以随心所欲地结束一个生命也可以

让其满血复活，这使得他们对生命没有尊重和敬畏之心，有的人甚至分不清虚拟和现实，对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感到漠然无所谓，从而在现实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或伤害他人的生命。 
意义治疗的创始人、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认为，“生命的真正意义应当发现于世界

之中，而不是在人的内心，也不是在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系统那样的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发现生命的意义”

[7]。他认为发现生命的意义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创造性工作，二是体验，三是经历痛苦。因此，学校

应立足现实，要加强学生的网络管控和引导，重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意义教育，引导学生尊重生命、敬畏

生命，加强学生创新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接触社会现实和实践锻炼的机会，在社会实

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发现自己生命的独特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让他们“在体验中领悟，在领悟中成长”。 
(三) 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为青少年成长营造良性的生态环境 
个体的社会化跟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大要素息息相关，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发

展的最主要环境因素。其中，家庭是影响个体健康成长的最大环境因素，家庭的氛围、人际关系和教养

方式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深远而持久。研究表明，父母关系不合、家庭氛围紧张或与父母关系较差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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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而和谐的家庭氛围，肯定、积极的教养方式则对青少年的个性发

展、社会交往、自我评价起到积极作用。因而，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应具备积极平和的养育心态，

以理性而民主的方式对待孩子。学校作为个体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应积极发挥教育引导功能，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价值引领，着力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立

德树人”。心理健康问题不仅给个人带来负担，也会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社会也要

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净化网络环境和社会风气，从根源上肃清思想毒瘤，弘扬艰

苦朴素、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总之，家庭、学

校和社会应形成合力，才能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性的生态环境，改善当代青少年的“四无”心理

问题，才能为国家培养出理性平和、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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