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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 人 际 关 系 永 远 是 让 人 爱 恨 纠 结 的 ，

不管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在人生的每

个阶段，人际交往问题都会伴随我们，这

是一个常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

神科副主任医师李雪在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说。

李雪在临床中发现，孩子的人际交往

问题让很多家长感到困惑和担心，尤其是

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有的家长担心孩子

胆小内向，在人际交往中吃亏，被别的孩

子欺负；有的家长担心孩子霸道，不团结

友爱，欺负别人；也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不

会 选 择 朋 友 ， 跟 “ 坏 孩 子 ” 一 起 “ 学

坏”⋯⋯家长应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孩子

在人际交往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帮助孩子

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孩 子 之 间 的 人 际 关 系 其
实很简单

在李雪看来，人际交往的重要意义在

于它能够促进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每个人

都有与人交往的需求，跟朋友在一起可以

获得更多安全感，在朋友对自己的肯定和

鼓励中，也可以获得自我价值感。

良好的人际交往是人生发展的需要。

人际关系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交往，一个人

在同学关系、恋爱关系、同事关系、婚姻

关系中都可以获得幸福感。

李雪认为，人际交往无所谓好与坏，

没有成功或失败之分。当人们评判与一个

人的交往是好是坏，成功还是失败时，标

准并不是交往本身，而是给自己带来的感

受，以及随之带来的利害关系。“家长担

心孩子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担心别的孩子

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其实更多

地是出于价值判断。”李雪说。

李雪说，孩子之间的人际关系其实很

简单。一个孩子想和另一个孩子一起玩，

只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玩很开心”。但

家长的想法往往并不简单，并不只是满足

于孩子“开心”，而可能是根据家长的喜

好 要 求 孩 子 “ 跟 学 习 好 的 孩 子 做 朋 友 ”

“向朋友学习，取长补短”等等，这会让

孩子在人际交往时，不能单纯地享受友谊

和交往的快乐，可能让孩子产生很多矛盾

和困惑。

家 长 要 允 许 孩 子 用 自 己
的方式处于集体环境中

除了个体的人际关系，孩子也会面对

群体的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每个孩

子都有不同的风格。对于正常发育的儿童

而言，在一个班级中总会有一些孩子比较

安静，他们可能略显沉默寡言，不太喜欢

主动和别人沟通和交流，但是当他人主动

和他们沟通交流时，他们往往也能很好地

应对；另一些孩子恰恰相反，他们非常乐

于与别人沟通，会主动关心和帮助别人，

会踊跃参加学校各种社团活动，积极承担

班干部的工作。

李雪表示，被动接触良好型是大多数

人的状态，然而家长们往往都希望“我的

孩 子 能 够 变 成 圈 子 中 最 耀 眼 的 ‘ 明

星 ’ ”。 其 实 ， 只 要 孩 子 能 在 群 体 中 自

洽，能够自我接纳，无论他是班干部还是

普通同学都没有关系。家长们要学会尊重

孩子自己的选择，允许孩子用自己的方式

处于集体环境中。

现实中，家长经常会要求孩子积极上

进，勇于表现自己，争当班干部。“这些

都是家长对孩子美好的期许，但并不是每

个孩子都乐于如此。”李雪说。很多孩子

会告诉家长，“我不想这样做”“这样做我

觉得不开心”。这个时候，家长要问问自

己，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同孩子的想法？是

否了解孩子的心情？是否愿意帮助孩子按

照他的意愿行事？

最 有 效 的 教 育 方 式 是 父
母以身作则

研究发现，在人群中，受欢迎的孩子

的特点是：外表吸引人，积极乐观，喜欢

双边的交往，愿意分享，合作水平很高，

有领导才能，没有攻击 性 ； 被 拒 绝 的 孩

子 则 表 现 为 ： 好 争 论 ， 不 愿 意 分 享 ； 被

忽 视 的 孩 子 的 特 点 则 是 羞 怯 ， 容 易 退

缩 ， 不 敢 表 现 自 己 ， 常 常 自 己 独处，回

避双边的交往。

李雪认为，影响孩子形成不同交往方

式和特点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孩子本身

的发育是否处于正常水平，在集体中如果

存在发育异常的孩子，如孤独症儿童，需

要专业的教育训练促进其进步，也需要周

围环境的接纳和包容。其他一些疾病如焦

虑、抑郁、适应障碍等疾病都会影响孩子

的交往。一旦涉及疾病，家长就需要带孩

子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影响。帮助

孩子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父

母 要 有 正 确 的 养 育 方 式 。 首 先 ， 外 表 整

洁、仪态端庄的孩子，在人群中一定更受

欢迎；行动力强、行为规范的孩子，也一

定更容易被人接纳。因此，父母应在这些

方面为孩子起到示范和榜样的作用。

随着孩子认知和情感的发展，孩子的

社会性和社交技能也在发展。因此，家长

除了要教会孩子基本的社交规范，还要帮

助孩子提高社交技能。最有效的教育方式

就是父母以身作则，父母要注意自己的言

谈举止，彼此之间互相沟通的时候，要采用

平和的方式；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也不要

用咆哮和吼叫的方式，尊重和温柔而坚定

都能够帮助孩子学会良好的沟通方式。

家长在给孩子创造更多和同伴沟通交

流机会的同时，也要注意不是简单地把孩

子扔到一群孩子里，让他们交朋友，而是

尊重孩子的意愿，让他自己选择朋友，并

且 为 他 创 造 与 朋 友 相 处 的 条 件 ， 在 此 之

前，也要提前教授孩子一些社交技能。

此外，教师对孩子的人际交往也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班级氛围的营造与

老师的作用密切相关。

李雪认为，每个家长都应该努力成为

学习型家长。家长要给予孩子充分的接纳

和肯定，孩子才会感受到足够的爱和安全

感，才能有更多的自信、更好的自我认同

感和自我价值感，才能促进孩子自我意识

的发展；家长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孩

子才能学会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家长

要教导孩子学会认知和理解别人的情感，

孩子才会懂得爱别人，关心别人；家长要

培养自己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让孩子拥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家长也不必纠结孩子是否是人群中最

受欢迎的那些“明星”。只要孩子心理健

康 ， 有 充 分 的 安 全 感 ， 能 够 确 认 自 我 价

值，在人际关系中能够获得幸福和愉快的

体验，能够发展自己，就足够了。“家长

需要做的，是让孩子健康幸福地生活，而

不是让孩子成为家长期待的样子，实现家

长没有实现的理想。”李雪总结说。

儿童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家长需要担心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12 月 18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中国罕见病联盟、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

中国医院协会主办的“2021 年中国罕见病

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因罕而聚，为爱

同行”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罕见病防治

与保障政策、药物创新与研发、临床诊疗、

基础研究、真实世界研究和信息技术应用”

等开展研讨与交流。

“天 价 药 入 医 保”极 大 地
降低了患者经济负担

罕见病给患者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

负担，不少罕见病患者不得不依赖进口药，

每年药费动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元，很多

家庭“望药兴叹”。

今年，共有 7 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

纳入医保。大幅度降低罕见病用药的价格，

极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介绍，自

2018 年成立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连续 4
年，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累计

将 507 种 新 药 、好 药 纳 入 了 目 录 。截 至 目

前 ，国 内 共 有 60 余 种 罕 见 病 用 药 获 批 上

市，其中已有 40 余种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

录，涉及 25 种疾病。

“同时也应看到，目前，基本医保的定

位仍是保基本，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各方，采取

一系列措施，不断推动罕见病患者用药的

保障工作。一方面持续推进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对符合条件的罕见病药品优先纳入

医保药品目录；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完善多

重医保体系的建立，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慈善救助等多种保障作用，进一步提升

罕见病的医疗保障水平。”李滔说。

破解罕见病“诊断难”“用
药难”“没有药”的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

网牵头医院，该院党委书记吴沛新介绍，针

对罕见病“诊断难”的问题，张抒扬院长每周

四都会利用午饭时间带领各科室专家为罕

见病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针对一些罕见

病“用药难”“没有药”的问题，医院积极探索

临床急需用药的一次性进口特购与“同情

用药”新模式，努力为患者打通用药通道。

“我们密切关注罕见病患者的用药需

求，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治疗罕见病的特效

药物，将罕见病药物产业化项目纳入工程

攻关重点任务，推动建立罕见病药物研发

平台，支持鼓励企业在罕见病药物研发中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我们将罕见病药

物纳入小品种药、短缺药管理，开展集中生

产基地建设和生产供应监测，推动罕见病

药物供应保障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说。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

介绍，国家药监局不断优化审评审批程序，

加快罕见病新药上市速度。今年，国家药监

局新批准了利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布罗

索尤单抗注射液等 10 个罕见病药品，用于

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青年帕金森、高氨血

症等罕见病，填补了国内相关罕见病治疗

用药的空白，为更多的罕见病患者延缓病

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带去了希望。

2020 年 ，新 修 订 的《药 品 注 册 管 理 办

法》明确了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

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

审批程序，在所有药品上市申请中，罕见病

药物审评审批时限最短。目前，已经遴选发

布三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名单，其中

罕 见 病 治 疗 药 品 超 过 遴 选 药 物 总 量 的

50%。列入专门通道的罕见病治疗药品在 3
个月内审结。

我国医药产业的完整产业体系和强大

供给能力，也为破解罕见病患者“用药难”

“没有药”的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

王江平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研

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位，1000 余个新药

申报临床，47 个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创

新药国际注册取得突破性进展。另外，国内

企业新增药品生产批件 2941 个，多个疾控

重点疫苗实现产业化。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收录 121 种罕见病，目前 83 种治疗药品已

在我国上市。

加强罕见病防治，提高全
民健康水平

2018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

门印发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收录 121
个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

表示，对于罕见病以目录清单进行管理，符

合我国国情。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为各部门

开展罕见病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推

动了我国罕见病防治工作的快速发展。

李斌强调，做好罕见病防治工作对保

障公民健康权，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建设健

康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罕见病诊疗

与保障专家委员会顾问钟南山院士表示，

在我国，任何一种罕见病患者的绝对数量

都很多。对罕见病的关注，体现了党和国家

“生命至上”的国策。另外，罕见病常常是在

临床医生对多种疾病的分析中发现或是确

诊的，带动了对疾病的鉴别诊断水平。“对

罕见病的深入研究将为其防治提供新的思

路。”钟南山院士说。

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为患者带来这些积极信号

10 月 27 日，东林镇第二小学的学生在心理健康课上参加互动游戏。当日，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第二小

学开展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系列行动，心理咨询师通过课件讲解、一对一心理辅导、趣味小游戏等形式让同

学们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学习心理健康知识。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