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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丹）黏黏糊
糊，滴滴答答，申城的梅雨季来
了。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宣布，今

天起申城正式入梅，今年梅雨季
来得较常年偏早。然而，今年梅雨

季刚开场，就有点“暴力”———受
高空槽东移影响，本市今天将集

齐暴雨、雷电、大风，雨势从今天

中午起逐步增强，局部地区可达

大雨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累计
雨量20～40毫米，局部60?90毫

米，小时最大雨强30?50毫米。
梅雨，是民间根据时令和体

感，对天气现象经验总结的“定

义”。但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气

象部门制定了一套颇为严格的梅
雨标准，上海“入梅”通常要满足

多个条件。比如，“入梅”前5天，副
热带高压在东经120度上的脊线

超过北纬18度；5天中至少有3

天日均气温超过22℃；“入梅”

后的5天中有4天会下雨等。据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目前东亚
大气环流形势正在调整，副热

带高压北抬，长江中下游地区
降水过程增多，因此判定梅雨

季已经来临。
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日为6月

17日。有气象记录以来，徐家汇站

最早入梅日为1936年的5月22日，
最晚入梅日为1982年的7月9日。

上海常年平均出梅日为7月10日。
平均梅雨期长度约23天。最长梅

雨期出现在1954年，达58天；最短

梅雨期仅2天，出现在1897年和
1965年，即空梅。梅雨期常年平均

降水量为243.1毫米，相当于上海
年平均降水量的五分之一。据预

计，今年梅雨季前期雨带不稳定，
呈南北摆动态势，而整个梅雨期

雨量预计在240~340毫米，或比

常年243.1毫米偏多。

暴雨 城 上海今天入梅
预计整个梅雨期雨量 240~340毫米，或比常年偏多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上

海今天入梅，雨势从今天中午起
逐步增强，傍晚至夜里将出现大

到暴雨。上海各级防汛部门将加
强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随

时准备应急响应，保障城市运行
平稳安全有序。

入梅前，市防汛指挥部副总

指挥、市水务局局长史家明带队

检查防汛工作时指出，防汛抢险

救援是防汛防台工作的最后一道
防线，要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

可用而无备”的要求，认真做好防
汛物资储备管理和设备维修保养

工作；各区、各部门要立足最不利
情况，落实防汛物资储备；防汛物

资要确保“备得足、调得动、运得

出、用得上”。

带队赴市气象局对接防汛

工作时，市防汛办副主任刘晓涛
与市气象局副局长冯磊一致认

为，既要关注早高峰等重要时段
预测预报，做到“既早又准、既快

又细”，也要进一步做好中共一
大纪念馆、花博会等重点区域防

汛气象保障工作，不断提升精细
化预报能力。

孩子为什么突然不肯去学校了？
临床心理科门诊发现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提前了

上海各级
防汛部门
加强值守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随时准备应急响应

一贯成绩不错的孩子，
突然不肯去学校了；从小开
朗活泼的孩子，突然不肯出
门见人了。进入学期末，家长
急疯了！怎么办？“任何年龄
的孩子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要解决就必须找到原因，站
在孩子的立场来帮助他。”上
海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主
任、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
康中心主任张劲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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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男孩赶爸爸出门
日前，记者来到新华医院，张劲

松的半天门诊每次都要看一整天。

“疫情以来，心理科门诊量一直在上
升，其中儿童占了三分之二。”

9岁的炫炫（化名）等在门外，爸
爸妈妈先进入诊室。这是个典型的

问题家庭，一方面，家长对孩子几乎

有求必应，三年级还喂饭；另一方
面，又逼着孩子上补习班，繁重的学

习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我儿子很聪明，三年级就学会

了六年级的数学。他和同龄人不一
样。”这位爸爸说起儿子非常自豪，

但无法理解如此优秀的儿子怎么突
然就抗拒学习了？同学们都开始考

试复习，炫炫已在家待了2个月。
张劲松了解情况后，把炫炫请

进来。孩子一坐下就对着爸爸大吼，
“出去，你出去！”爸爸表情尴尬，不

知所措，但还是配合地走了出去。
“你在学校里开心吗？”“平时喜

欢做些什么呢？”面对问题，孩子一
副无所谓的样子，“没什么”“不知

道”是他最常用的答案。妈妈不断催
促他，“你讲呀。”“家长别急，让孩子

说。”张劲松一边提醒妈妈，一边引
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受。炫炫告诉

医生，他在学校没遇到什么困难，但
一回家就很害怕爸爸，他不想再学

奥数了，也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
张劲松给孩子开了检查，包括

智力、情绪等各方面。“要先找到问

题的症结所在，炫炫的问题，是家庭
环境引起的。家长对孩子要求过高，

对孩子缺乏关爱和理解，家长沟通
教育方式存在问题，加上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的矛盾，种种原因造成了
现在的情况。”

提供帮助而不是命令
“不愿去上学的孩子，在门诊越

来越多了，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年

龄提前了。”张劲松说，我国一项
调查显示，约有20%的孩子会出现

各种行为、情绪等障碍问题，12-
18岁青少年阶段，出现心理问题的

比例更高。因为家庭因素以及社会
复杂性、多样化，应激事件增多，

以及学习压力过重积累过多负面

情绪，很多孩子感受到压力，会出
现同伴交往问题、不愿意去学校、

焦虑、抑郁等。
在门诊，记者就遇到了好几个

这样的孩子：6岁的多多在幼儿园读
大班，性格冲动，得不到满足就会与

别人发生肢体冲突，父母很头疼。经

张劲松诊断，孩子有一些对立违抗
行为和情绪控制问题，建议参加心

理科的“学前儿童情绪管理团体”和
“学前儿童社交沟通团体”，同时，父

母也意识到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与平时自己与孩子的教养方式有很
大的关系。

初二学生小萌（化名）一直学习
好，很听话，但上初中开始逐渐与父

母对抗，刷手机视频时间增多，成绩
下降，被家长多次严厉批评，开学后

就抗拒上学。所幸，经过心理治疗和
短期小剂量药物治疗后，小萌的情

绪逐渐改善，同时家长也意识到自

身问题及时改进，这次来开“复学证
明”，张劲松也由衷地为孩子高兴。

孩子不愿上学，家长大多非常
着急，应该怎么办呢？张劲松说，家

长要理解、同情孩子的感受，要用他
接受的方式来帮他，而不是命令、甚

至打骂他。“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愿意
表现好希望得到表扬的，他不想上

学一定是遇到困难了。”既然说服不

了孩子，就陪伴、接纳他的情绪，再

想办法找到原因，一起面对。张劲松
说，即便休息在家，也尽量不要打乱

作息节奏，可以让孩子运动、做家
务，学习生活技能。在这个过程中，

要尽早到专业机构咨询医生，避免
父母吵架、互相抱怨指责。

注重过程比结果重要
很多家长处理不好亲子关系，

甚至表现出了委屈、无奈和绝望，在

门诊失声痛哭。“我明明很关心孩
子，也几乎给予了全部的爱，可他为

什么还是这样？”
在张劲松看来，不少孩子的行

为问题折射家庭教育问题。“我常常

问家长，你除了管学习，有没有陪孩
子玩耍聊天？”张劲松说，风物长宜

放眼量，不要因为一时的学习烦恼

而影响了亲子关系。孩子小时候，家

长应多陪伴孩子，享受亲子互动。
“孩子总在玩，是不是浪费时

间？”张劲松指出，适当的活动对孩
子的成长是有利的，会让他更开朗

自信、更勇于探索。“经常令我们感
到忧虑的，反而是那些自主游戏时

间过少的孩子。当孩子们总被强迫

去上一些成人安排的课程，学习的
乐趣也就慢慢消失了。一起消逝的

还有孩子的自信心、挑战精神、专注
力、成就感等宝贵的学习能力。”张

劲松遇到不少家长，说不出“该怎么
带孩子玩”，她希望家长花时间“做

功课”———学习如何与孩子相处。
“很多问题的出现，与家长对孩

子学习要求过高有关。”张劲松说，
家长要调整期望值，加强和孩子的

交流沟通，尽量减少孩子的挫败感；
要理解尊重孩子自我意识的表达，

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胁迫。
儿童属于心理健康需要关注的

重点人群，不同年龄段孩子面对不
同的心理问题，需要专业的儿童心

理专家干预。如果真的出现了明显
的心理问题，家长也不要觉得这是

羞耻的，应该尽快就医，在医生的指
导下诊断和治疗，酌情采用心理和

药物治疗。张劲松表示，很多父母在
发现孩子心理问题时，不愿意到心

理科或精神科就诊，直到孩子社会
功能缺失，家长走投无路后才意识

到就医的重要性。作为家长，关注孩

子的学业是一方面，更需要关注的
还是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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