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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奉献“名医
访谈、医疗活动、健康
科普”等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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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周 健 闻

克服书写障碍
医院开设书写训练营

“孩子写字慢、写字东倒西歪、写
字倒笔、字迹潦草、抄写困难……”9
月26日，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
众号“南通妇幼发布”发布了一则

“‘十一’小长假书写训练营招生”信
息，立刻有家长打电话前去咨询。

今年11岁的小明（化名）上小学
四年级，他的书写问题常常令家长困
扰不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小
明真的有书写障碍吗？

接到电话后，儿童康复科副主
任、副主任技师顾秋燕让家长不要着
急，带孩子来门诊做一个系统的评
估。经过评估，顾秋燕发现，小明书
写的工整性和正确性两项确实稍有
欠缺，但程度较轻，离书写障碍还差
得远。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会观察儿
童在书写过程中是否表现出特定的
障碍症状，如字迹难以辨认、纸张和
空间使用不足、字母或汉字大小和形
状不规则、写作时常感到手或手臂疼
痛、容易疲劳、难以通过写作进行沟
通等。”顾秋燕介绍，全面的评估着眼
于影响孩子书写的各种技能，包括精
细运动、视知觉、注意力等方面的
能力。

针对小明的问题，儿童康复门诊
的医生为他制定了一系列的训练。
从10月1日开始到10月6日，每天
上午9至10点，小明都准时来训练
营，风雨无阻。结营后他的书写有了
很大提升。“我们的训练并不是枯燥
地练字，而是会针对小明的情况和他
进行趣味互动，在互动中训练提升他
的书写技能。”顾秋燕表示，日常生活
中，很多人都有握笔姿势不当、书写
姿势不对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书写的工整性和速度，但
是不必过于焦虑。

“十一”书写训练营共有4名儿
童参加。“不是所有报名的儿童我们
都会接纳他们参加书写训练营。入
营是有‘门槛’的。只有经过评估，有
学习能力，但是书写有一定问题，通
过训练能够得到提升的孩子才能入
营。有些家长过分焦虑，其实孩子并
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接受这一类孩子

入营的。还有一些不具备学习能力
的孩子，最好去门诊接受系统的长期
治疗。”顾秋燕说。

怀疑书写障碍
及早诊断并进行矫治

今年上小学二年级的乐乐（化
名）是双胞胎中的一个。乐乐智商较
高，但是语文成绩落后，很简单的书
写，他也完成不了。老师和家长都说
他的字和“鬼画符”一样，多次提醒、
纠正都没效果。后来经人提醒，乐乐
可能是患有书写障碍，父母这才意识
到问题，连忙将他带到市妇幼保健院
检查。

经检查，乐乐确诊患有书写障
碍，目前已在接受专业治疗。其实，
像乐乐这样的孩子并不少见。有研
究发现，学龄儿童患有书写障碍的比
例达16%至25%。书写障碍是学习
障碍的一种类型，会影响孩子日常的
学习活动，进而导致其学业成绩落
后，因此家长面对孩子的“鬼画符”，
不要一味责怪孩子。如果孩子有书
写障碍可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
干预。

首先，要及早诊断并进行矫治，
诊断后能对障碍有更准确的认识，避
免给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并尽早安排
学习训练。中文的象形特点、拆字分
辨等训练都能增加孩子对字形义的
敏感和理解，提升对文字的兴趣，减
少反感度。其次，接受咨询和相关培
训有助于对孩子做出合理期望，学会
掌握一些有效的教学策略，更可能对
孩子能力提高有切实帮助。再者，与
老师沟通有助于彼此了解孩子的真
实状况，共同探讨有助孩子的独特学
习模式。最后，帮助孩子发掘自我认
同点，要不断发现孩子的其他优点和
其他发展潜质，帮助他们体验成功和
获得肯定，让孩子找到自我认同的闪
光点。

儿童心理卫生科副主任王飞英
提醒，儿童书写障碍是一个需要引起
家长、学校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家长
要细心观察孩子的表现，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学校和
老师也应该关注有书写障碍的孩子，
给予他们适当的帮助和支持，鼓励孩
子克服困难。

发现学习困难
专业评估后家校干预

书写障碍其实只是学习障碍的
一种。王飞英介绍，医学上将非智力
因素导致的学习问题均归为学习障
碍，又称之为学习困难。今年5月，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卫生科应广
大家长需求，周末增设了学习困难门
诊，截至 9月底已有近 250人次就
诊。“十一”长假期间，学习困难门诊
门诊量更是剧增。

王飞英说，前来就诊的孩子有很
多共性的问题，比如上课小动作多，
注意力难以集中、易分心，作业拖拉、
成绩不稳定等。老师和家长经常误
认为孩子是患有多动症，是“懒”。在
市区某小学上四年级的小涛（化名）
就因此被任课老师推荐至门诊就诊。

在经过学习困难门诊医生的观
察、访谈及综合评估后发现，小涛的
学习能力、注意力、视知觉能力测试
均无异常，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原因主
要是对学习没兴趣，学习动力不足。
交流后，医生了解到小涛个性敏感、
内向。考试不及格让他很自卑，不敢
和同学说话，在班上几乎没朋友。

掌握信息后，主治医生与他母亲
沟通，建议家长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多
鼓励、少说教、少批评，特别注意不能
随意贴“多动症”之类的标签。同时，
医生还与小涛探讨，如何激发潜能，提
高学习效率。经过提醒，小涛的心态
有了明显改善。目前，小涛母亲表示，
孩子情绪稳定，爱笑了，还交到了朋
友，成绩不及格的次数也明显减少。

像小涛这样来学习困难门诊就
诊的例子不在少数。王飞英建议，如
果发现孩子学习困难，应及时到专业
机构进行评估，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明确病因才能制定个体化的干预方
案，而且需要家庭和学校的综合干
预，对症治疗，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最后王飞英提醒家长，“不能简
单地将学习成绩未达到预期，作为学
习困难的判断依据。”个体存在差
异，有的人运动更好，有的人擅长推
理，而有的人语言天赋过人。换一个
角度，不要紧盯孩子的问题和短板，
要积极发现孩子的擅长和优势。

本报记者朱颖亮

通城医院开设书写训练营、学习困难门诊

小小诊室开出“助学良方”
8日上午，备受关注的“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门诊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迎来首批患者，号源早在节前就被抢空。其实，在南通也
有类似的“学习门诊”。“十一”长假期间，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开设了

“书写训练营”，消息一经发布，就有家长打电话咨询。今年5月，市妇幼保健院
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希望在小小的诊室里找到学习的“密钥”。截至9月底，已
有250人次就诊。此类门诊究竟对哪些孩子能起到作用？预约火爆的背后到底
是孩子的“问题”，还是家长的焦虑？日前，记者前往医院一探究竟。

晚报讯 日前，南通中专和
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建签约，成立
党建联盟和共建基地，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医校合作。这是市第四
人民医院首次和我市学校在心理
健康教育医校合作方面设立共建
基地。

心理健康教育医校合作共建
基地成立后，南通中专和市第四人
民医院将充分利用医院、学校两方
的平台，全方位提升心理健康服务
专业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双方除共同开展党建工作外，
还将在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普及、心
理健康问题学生转介与诊疗、心理
咨询师专业能力提升、科研和志愿
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记者沈樑

南通中专和市四院

心理健康教育
开展医校合作

情暖金秋 携手抗帕
帕金森病是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

后老年人的“第三大杀手”。日前，南通
六院帕金森病多学科诊疗团队精心策
划组织，开展帕友交流会暨联合义诊活
动，就帕友们关心的药物及手术治疗等
问题进行科普讲解及义诊答疑。

晚报讯 13日上午，海安市
中医院第十四届“养生膏方季”在
门诊大楼广场开幕。

海安市中医院自2011年起
已成功举办十三届膏方季。此次
膏方节，医院特邀上海、南京、无
锡等知名医院的资深名中医助
阵，他们与海安市中医院专家团
队携手，为市民一对一把脉问诊，
精心定制个性化的养生方案，让
更多市民切身感受到中医药在医
疗保健和“治未病”中的独特魅
力。 通讯员崔景 记者朱颖亮

海安市中医院

多名资深中医师
助力养生膏方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