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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感到震惊
!月 "日清晨，上海天气不佳，冷风兼

着细雨，但这丝毫未能稍减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辅导团队的热情。队员们早上 #时起
床，一路飞机、汽车，马不停蹄赶到贵州省
纳雍县，已是晚上 $时。好不容易坐下来，
吃上一口热乎乎的豆花饭，导师徐光兴教
授还不忘抓紧时间，交待分组安排。
虽然旅途劳顿，但他们还是很兴奋地期待

次日与小朋友们的见面。此时，他们对要面对的
是一群怎样的孩子还没有太多概念。虽然之前
听过介绍，但第二天孩子们的沉默、孤僻和封闭
还是始料未及。

这是本报关注了 %年的一个特殊人群———
失依儿童，他们生活在贵州大山深处，父母因死
亡、失踪、失去劳动能力等种种原因无法继续抚
养他们，孩子们只能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
勉强度日。生活的窘困、情感的缺失、安全感的
极度匮乏以及受到的歧视令孩子们封闭自我，
他们怕听到“你没有爸妈！”的嘲弄。
“孩子们普遍低着头，不讲话，没有表情。让

他画画时，用手紧紧捂着画。有的不愿意参加团
体活动，胆怯。”

这是团队 "&名成员的共同感受，这使他们
意识到此行的必要和重要。

!月 '日至 (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
科学学院徐光兴教授率团队远赴贵州省毕业市
纳雍县，为失依儿童实施心理辅导。这是本报与
闵行区工商联光彩事业促进会共同主办的“大
山童馨)支助贵州纳雍失依儿童公益活动”的子
项目“大山童馨·点亮心灵”，今年是第一次实
施。短短数天里，""所小学的 &($名失依儿童受
益，孤寂的心灵得到前所未有的慰藉。

心理辅导注入力量
!月 *日，龙场镇联富小学。一场山雨后，气

温陡降老师们穿着短袖 +恤，却似乎感觉不到
寒冷。

吃过一顿白水煮土豆加方便面的午饭，简
陋的教室里，活动再度开始，&,个孩子对下一个
新游戏十分期待。

“现在，我们把椅子围成一
个圈，想一想，上午说过，圆圈是
什么样子？”富有亲和力的孔经

纬站在教室中间，
用 活 泼
的 语 调
和 生 动
的 肢 体
语言调动
着孩子们
的情绪。黄
凯华、蒋吉
丽和王华
欣在一旁

赶充气球，不一会儿，孩子们就都戴上了彩色的
气球头冠，教室里灵动起来。

害羞的男孩女孩很自然地分坐两边。“咦，
我们怎么坐的？要有男有女，隔花坐哦。”孔经纬
一边说着，一边主动将孩子们的座位调整过来。
一些孩子们呵呵地笑了。
“好，现在我需要人帮个忙，谁愿意？”马上，

有两三个孩子举起手来。心理辅导老师们交流
中，都发现虽然这些孩子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
保障，却很愿意帮助别人，填写的心愿卡中，经
常有“我想要很多书，能分给别的小朋友看”“我
想当个医生，帮别人治病”这样的话语。

得知要帮的忙就是和另一个男孩与老师一
起为大家唱支歌，两人没有胆怯，拿起歌词纸低
声唱起来。“这已是一上午预热的效果，刚来时
很难让孩子们开口，切入是个相当难的过程。”
蒋吉丽说。
一曲终了，孔经纬趁热打铁。“来，再来一个

小朋友，我们现在是 (个人的组合，好强大，是
不是？”她和蒋吉丽搂着 ,个孩子，一同唱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
受伤也不闪泪光……”

并不流畅的歌声，却是这样动听，音符随着
激励人心的歌词和温暖的拥抱一起，将力量注
入一个个小小的心脏。

既有欣慰也有感动
“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好了以后，眼睛是放光

的、明亮的，头是抬起来的。”徐光兴说。
这天，联富小学的活动结束时，孩子们的脚

步明显轻快多了，记者问他们“今天好玩不好
玩”，几个孩子立即抬头，笑着说“好玩！”这样的
变化令人惊讶。

但是，看着孩子们远去的身影，年轻的心理
辅导老师们没有太多的兴奋，有的反而是心疼
和感动。这一点，在曙光乡长冲小学的潘伟、张
倩；在王家寨镇糯克小学的孔燕飞、吴冉（上海
健康医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教师）；在锅
圈岩乡治安小学的程筠函、郭婧；在中岭镇铁厂
小学的姜琪、汪媛感受相同。

小小音乐会上，大家一起唱着“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很多孩子的眼泪流下来。这，是孩子
们感怀身世；

一个女孩的心愿卡上写着“我想让妈妈回来
”，她的妈妈已经走了好几年，家里与之失去联系。

类似的心愿卡还有很多，如“我想得到爸爸
妈妈的爱”“我希望妈妈能回来和我们一起住”
“我想要的东西是能治好我奶奶病的药”，这样
简单的要求，对这些孩子来说，却是一个个难以
实现的梦想。
孩子们也带给老师许多意外和感动。
姜琪发现，有个孩子的画上画着许多书、书包

和笔，前面站着两个人。她不解画的意思，问画画
的男孩是不是想当老师，男孩说：“不是，我想当校
长。”然后抬起头，眼睛红红地，说：“我想做公益”；

有些女孩非常懂事，一个 ',岁很有画画天

赋的女孩，老师们把一套水彩笔和余下的纸都
送给了她，她谢了老师至少 '-次；

活动结束时下雨了，有的女孩要把衣服脱
下来给老师盖头，催促她们快点回去……

还有些孩子的艺术天分令人吃惊，一个名
叫张雪莉的 ''岁女孩，讲的童话故事《灰姑娘》
声情并茂，画画也显示出超群的天资。

必须关注心理危机
&-'(年 .月 $日，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

*名留守儿童因无法承受生活和内心的双重压
力，在家集体喝农药自杀。这起事件，让人们将
目光投向贵州毕节山区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
更将“心理抚慰”的议题提上日程。

这 *名孩子的母亲 /-'* 年 , 月因家暴外
出，父亲 &-'(年 ,月外出打工。爷爷奶奶 &-多
年前去世，外公外婆离这边远。这与部分失依儿
童的生存状况已然相似，后者某种程度上更甚
于前者。
“大山童馨”对失依儿童的心理关注自 &-',

年开始。当时请徐光兴教授为纳雍县糯克小学
.-余名失依儿童实施心理辅导试点，成效显著。
在那次集体辅导和入户调查测评中，徐教授得
出结论：
“(,01(2的失依儿童需要长期心理辅导，如

不及时治疗，心理创伤会伴随其终身，'-2左右
需要紧急心理救援，否则有形成仇恨社会、反社
会或麻木不仁的心理。由于走访的户数有限，大
规模的数据统计结果可能略好于这个数字，但
从走访的个案来看，大部分孩子需要长期心理
辅导和关怀。”

此次，心理辅导老师们从孩子的表现和画
作中看出他们的心理问题。很多画上只有房子、
教室，没有人物，有人物也多是爷爷奶奶，没有
爸爸妈妈；忌讳谈父母，甚至有仇恨心理，会和
奶奶说“不要和我提那个人”。更令人担忧的是，
很多孩子表现出攻击性，他们的画里有食人花、
打怪兽和兵器、利器，多幅画中有带有攻击性心
理暗示的松树。

远方的关怀毕竟是偶尔为之，来自身边的
关注才是长期的和持续的，这使当地心理师资
培训显得尤为重要。纳雍县教育局也认识到这
一点，得知徐教授愿意来培训师资，特地发文，
要求全县每所学校必须派 '3,名老师，前来参
加 !月 ,日的授课。并且要求实地开展心理辅
导活动时，附近中心校的老师前去观摩学习。

在联富小学实施心理辅导时，"$1(年出生
的校长王俊普悄悄地坐在教室一角。他说：“这
些孩子有几个很难沟通，从来不说话，不笑，今
天我看他们都笑了，这些老师用的是什么办法，
我得留个联系方式，好好请教请教。”

与当地老师建立即时联络的心理辅导机制
正在酝酿中，心理辅导老师们也有强烈的愿望
要将这件事坚持下去。遗憾的是，这次时间太
短，今后，他们想带着帐篷住到学校里，好好和
孩子们待上几天。

最
快
乐
的
一
天

! ! ! ! 彩色
的气球在
奔跑的孩
子手中传
递，像传递着一
个个彩色的梦。
早上还低头不
语、满脸戒备的
女孩们，现在在
操场上来回跑
着，笑声在大山
中回响。

从上海来
的心理学研究
生汪媛看着女
孩汗流浃背的
样子，忍不住担
心她们累，一个
女孩眼里闪烁
着光芒说：“我
不累。老师———
这是我最快乐
的一天。”

女孩笑着，
汪媛却有想哭
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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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的心愿卡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