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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剧本杀”背后的疗愈
灯光幽暗，气氛悬疑。在前滩社区中心，一场名

为“重塑人生剧本”的剧本杀正在上演。23岁的小
文（化名）是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她长相甜美，酷似年
轻时的张柏芝，毕业于211高校，一登场就光彩照
人。

然而，当剧情推向高潮，小文扮演的“校花”角
色，被同学无端嫉妒、诽谤、孤立时，一种冰冷的窒息
感攫住了她，她低头拨弄着手中的道具卡。“当时她
扮演的校花角色被同学集体孤立，我注意到她整理
道具的手在微微发抖。”观心实验室心理咨询师李静
回忆起这场心理剧本杀活动时，凭着专业人士的敏
锐，发现了小文的异常之处。

那一瞬间，灯光、道具、台词，仿佛化作一张无形
的大网，将小文拖回了那个长达6年的噩梦——从初
中到高中，她曾真实地经历过这一切，那些毫无来由
的霸凌，成为她心底深处不愿触碰的伤痕。

活动结束后，许多人还沉浸在剧情中意犹未尽，
小文却向家人说出埋藏在心里多年的伤痛：在最激
愤的时候，她曾一个人冲出家门，撞向行驶中的公交
车。家人在震惊与无措中，不知道如何“接住”女儿
这迟到了6年的倾诉，情急之下，向活动的组织方观
心实验室求助。

旋即，资深心理咨询师李静领衔的团队，制定了
分级干预方案并迅速启动，通过认知解离——帮助小
文区分“过去的受害者”与“现在的幸存者”这两个身
份，运用叙事疗法重构她对过去6年经历的认知；躯
体化干预——针对创伤带来的应激反应，引入“蝴蝶拍”
等躯体心理疗法，指导她如何在情绪失控时快速自我安
抚。再通过家庭系统重构、社会功能重建等方式，逐步
帮助她拓展社交舒适区。

经过几次咨询疗愈，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曾经有社交恐惧的小文，渐渐敞开心扉直面这段痛
苦的经历，后来还接受了一位异性的表白，开启了甜
蜜的恋爱季，家庭矛盾也明显减少。

如今的小文已成功“蜕变”，不但顺利通过香港
高校研究生申请，还参与了反校园霸凌的公益行动。

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小文的经历，是上海正在探索社会化、专业化

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个缩影。面对日益
严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挑战，传统“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消防员”模式已显乏力。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梁

一鸣告诉记者，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呈现
上升的势头，尤其集中在初高中阶段。究其原因，
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学业压力较大，竞争性氛
围渗透到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另一方面，青少年
社交关系复杂化，存在个别的校园霸凌现象。尤
其是网络时代，网络欺凌匿名实施造成其隐秘性
高，有些语言精神上的欺凌，甚至比肉体伤害更
大，给孩子带来长久的伤害”。
预防是最好的治疗。“应对青少年心理问题，

要从‘消防员’转变到‘守门员’，更多时候要靠加

强预防。”对于浦东前滩社区的探索，梁一鸣给予
充分肯定，“社区贴近孩子的生活，让孩子可以直
接感受社会。通过在社区引入专业机构，开展心
理课程的推广、公益咨询等活动，可以让公众更加
感受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
环境，对预防心理问题尤为重要”。
今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的现状及康复困境研究》蓝皮书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孩
子首次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时，仅有27.42%的家长会
立即带其就诊；不足四成的家长会在孩子出现症状
一个月内带孩子就诊。“家属缺乏心理健康常识”与
“不知如何求助”是排名前两位的延误原因。

当家庭成为求助的主力军时，却往往势单力
薄。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孩子生病后，家庭提供
了最高程度的支持，而来自社区的支持则最弱，
家、校、社协同的格局远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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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救助”迈向“终身守护”
然而，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复杂化和多样

化，单纯依靠社区自身力量，在专业深度和干预
力度上常感力不从心。
观心童创（上海）日间中心院长王海芳表示，

虽然专业医院能提供心理治疗，但在实践中，“治
愈心理问题不仅要靠药物，更要靠‘心’药来
医”。很多家长或学生只有当问题发展到严重影
响学业、无法上学时，才意识到寻求专业帮助的
必要性。这种滞后性往往错失了最佳干预时机，
使得问题更加棘手。看似问题出在孩子身上，背
后往往需要家、校、社、医协同发力，才有可能让
孩子走出迷局。她表示，前滩社区的第一次“吃
螃蟹”，正是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讲座、公益咨询
等形式，直接接触到家长与学生，实现早期积极
介入，让孩子得到尽早的专业指导。
同时，前滩社区与观心实验室的创新服务，

也迫切希望从源头上为孩子构筑坚固的心理防
线，建立长效支持机制。为此，前滩社区积极响
应卫健委的行动计划，致力于深化“医、教、社”协
同机制。前滩社区中心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专业机构，打造了“筛查—
干预—转介”的全链条服务。社区全年开展了12
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筛查，还为有需要的孩子
开通精神专科医院的转诊绿色通道。

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前滩分中心相关负责
人鲁晨表示：“心理健康服务不是‘灭火’，而是
‘防火’。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
而社区愿做那束照亮前路的光。”未来，前滩社区
还将与专业心理机构深化合作，探索建立青少年
心理健康终身档案系统，通过大数据追踪青少年
的成长轨迹，实现心理问题的早预警、早干预。
此外，相关部门还将更多开发艺术疗愈、VR情绪
管理等沉浸式心理干预项目，从“个案救助”走向
“终身守护”，为孩子守护一片心灵的“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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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打独斗”变为多方协同
对于已经患有严重心理疾病、需要药物治疗

的孩子来说，在康复过程中，社区也是重要的一
环。“这类孩子，往往生活局限在医院和家庭中，通
过社区介入，可以定期回访了解孩子恢复情况。
尤其是一些孩子休学后和社会脱节，家人在医学、
心理学方面也没那么专业，如果社区有专业人士
介入，可以帮助这些人群慢慢恢复社会功能。”梁
一鸣介绍，国外有不少社区招聘心理社工等专业
人士，中国香港、台湾、深圳等地区也开始引入相
关机制。
当危机已经出现，精准的干预更成为关键。

在前滩社区中心，首创了“家长自我成长+青少年
辅导”的双轨服务机制，初二学生小林（化名）的案
例就是典型。因为学业压力，小林一度产生严重
的厌学情绪，甚至面临休学。“我第一次见到小林
母女俩，发现她俩穿着同款T恤衫；母女关系处于
‘共生’，但孩子却极度叛逆的状态。”心理咨询师
告诉记者，心理问题出现在孩子身上，但根源往往
在于家庭教育等外部因素。
为此，心理咨询师团队为家长、孩子分别制定

了不同的系统干预方案。一方面，专业人士为家
长开设“认知情绪语言”课程，引导他们理解孩子
行为背后的求救信号，改善家庭沟通模式。对于
控制欲极强的父母，咨询师给出的初步干预建议
近乎“粗暴”——“闭嘴，远离！”心理师直截了当地

指出，抑郁的孩子需要充分休息，家长首先要做
的，是允许孩子“累了就去睡觉”，回到自然的生命
状态。那些“为你好”的方式，如强迫早起、运动，
对于已经生病的孩子而言，恰恰是剥夺了孩子回
应自身躯体感受的能力。
另一方面，心理咨询师团队通过沙盘游戏洞

悉孩子内心焦虑，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孩子重
建自信；同时，指导小林和母亲逐步“分离”，寻找
各自的归属感。在复学前，心理咨询师、家人为小
林做好充分的心理调适，先带她到校门口走走看
看，做好回归校园的准备，“第一次返校是关键，如
果第一次返校失败，后面的复学之路更是困难重
重”，心理咨询师说。
经过近3个月“家校社医”协同的系统干预，小

林顺利复学，家庭关系也变得缓和。小林的父亲
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孩子不听话，现在才明白，是
我们没听懂她的‘求救信号’。”
前滩社区的探索并非一蹴而就。记者了解

到，早在2020年起，前滩社区便以“建设儿童友
好型社区”为理念，在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逐
步形成了“社区文化服务+家庭教育支持”的融
合模式。2024年，该社区正式引入观心实验室
的专业力量，启动青少年心理关爱工作站，努力
将这块“支持短板”补齐、做强。这种“专业下
沉”的模式，使得志愿服务与科学干预得以有机
结合，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精准干
预提供了坚实基础。

■ 心理咨询师团队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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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剧本杀”不再仅仅是娱乐游戏，而

是成为打开尘封心门的钥匙；当家庭的困

惑与孩子的挣扎，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专

业人员积极化解……这并非遥远的设想，

而是正在浦东新区三林镇文化服务中心前

滩分中心（以下简称“前滩社区中心”）开展

的探索之举。

近日，记者走访前滩社区了解到，从

2024年开始，这里在全市社区中率先引入专

业心理机构“观心实验室”，构建起“预防—

干预—跟踪”三级服务体系，为青少年心理

健康保驾护航。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累计服

务18000余人次，帮助数百个家庭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