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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在小学生中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势在必行 
◆童建微 

（乐清市石帆第一小学  浙江乐清  325608） 

 
前几日，一则新闻让人心惊肉跳：某一学生因上课玩手机被

老师发现后没收了手机，当天放学时并没有异常情况，然而回家
后却用跳楼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且不说这位老师的做法是否
有待于改进，这例子却让我们深刻地看到：学生的心理素质急需
加强。在小学生中开展心理辅导工作势在必行。 

现在的小学生是二十一世纪的栋梁。他们生活在这个信息爆
炸、科技快速发展的大时代中。若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占
有一席之地，不仅仅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具备很强的
社交能力。否则，将难以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成为“适者”。实
践证明，现在世界各国的国力竞争，其实是人才竞争、劳动者素
质的竞争。而素质的核心是心理素质，有时成功往往靠过硬的心
理素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智退司马懿就是凭他不一般的心
理素质。教育发展的《纲要》也明确指出，心理素质是素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此，作为一名老中队辅导员，我想针对小学生的
心理素质情况，谈谈几点设想。 

一、心理教育的主要内容 
1.开展自主教育，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减少依赖性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孩子也越来越宠爱。久而久之，

孩子养成了依赖的心理，稍一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怎
样去解决，而是等父母来怎样解决。“一切有爸爸妈妈呢！”是他
们的人生格言。 

腾讯新闻上一个高学历的海归精英不出去工作，在家啃老啃
了 7 年的新闻骇人听闻，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所谓的海归从小没
有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 

所以，作为小学生接收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应开展一些
独立教育，使孩子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
劳动果实才是 甜的”。 

2.开展挫折教育，提高孩子的抗压能力 
对小学生来说，他们在生活中所受的挫折无非是一些在大人

看来是嗤之以鼻的事，考试考砸而挨骂啦，对父母提出的要求得
不到满足啦等等。小学生正处在迅速成长发展的阶段，无论从生
理还是心理，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取得成绩，喜形于
色；遭受失败，垂头丧气。教会他们正确地对待挫折，是他们在
以后的生活中迈出有力的一步。年龄和阅历决定他们不会自觉地
去做某件事并清楚地认识到其目的性，他们往往是在外界的激励
下进行某项活动，一旦受挫，便容易半途而废，不知所措。所以
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使其在这方面的心理品质得
到更好的锻炼，自适应将来瞬息万变的世界。 

3.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正确地认识自己，培养孩子良好的
社交能力 

因为小学生在认知方面还没完全的发展，所以他们对于自身
的优缺点不能加以正确的认识。一些孩子只看到自己比别人差的
地方，产生了自卑、懦弱等心理，结果使自己的优点得不到充分
挖掘，不利于日后的身心健康发现。 

可也有一部分孩子只看到自己的长处，很少或根本看不到自
己的短处。他们在跟同龄伙伴的交往中往往表现出以下特点：①
骄傲自满②任性娇蛮③利己主义等等。有了这些缺点，在集体中
往往不收大家的欢迎和认可。 

所以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自己，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扬长
避短。这样才能使孩子身心得到健康成长，并且在社交中成为受
人欢迎的一员。 

4.通过乐观教育，培养学生开朗活泼的良好品质，消除自我
封闭 

当前社会高居不下的离婚率，使一些孩子成为父母离异的牺
牲品。夫妻离婚，孩子是 受伤的，如果不好好加以引导，就容
易产生消极的思想，失去小孩子该有的天真活泼，封闭自己的心
灵。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过高，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容易使孩
子产生悲观情绪。人们总喜欢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寄托在孩子身

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使一些父母剥夺了本应属于
孩子的欢乐童年，强制他们去学奥数，学作文，学书法等。虽然
父母满怀期待，结果确往往不如人意，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
孩子的心理发育。 

还有来自老师、同学等各方面有意无意的压力，都容易使孩
子产生自我封闭心理。 

以上是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几个主要表现。 
二、进行心理素质教育的措施和途径 
1.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发现优良的心理品质 
人是群居动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集体而存在。一个良好

的学习生活环境，是培养学生优良心理品质的前提条件。具体表
现在： 

①立和谐的同学关系，形成班集体良好的交往风气。 
一个是团结进取、积极向上的班集体；一个是纪律涣散、乱

七八糟的班集体，前者中的学生往往比后者中的更具有良好的品
质。个体是内因，集体是外因，外因对内因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所谓的“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亦是这个道理。 

②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创设宽松的学习环境 
师生共同从事的民主平等、和谐轻松的关系是学生心理素质

得到良好发展得必由之路。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教师（特别是中队辅导员）应多了解

学生，关心学生，既要做学生知识的启蒙者，更要做学生思想的
引路人。一有情况，及时正确地加以引导，避免在歧路上越走越
远。 

辅导员要多和家长联系，充分利用现代通讯设备，辅以家访，
家长会等方式。只有家校结合，才能为孩子健康的心理发展创设
良好的条件。 

2.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心理教育活动 
①展学生所熟悉的活动，培养心理素质 
通过“小鬼当家”，“我是班级主人”等活动，培养孩子积极

向上、独立自主的能力，开展“大手牵小手”，“跳蚤市场”，“我
们一起闯关”等活动，发展学生的实际交往能力，克服孤独消极
的心理因素。 

②开设一些心理教育情景活动，使其在特定的环境中培养特
定的心理，如挫折教育，乐观教育等等。 

③开展各种心理讲座，使学生对自己的心理有充分的了解，
懂得利用自身的力量来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心理健康。 

3.开展有关辅助工作，进行个别关照 
有些孩子性格内向，使他无法在有第三者的存在下，勇敢地

提出自己的问题。所以因材施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求进行
个别关照。对这一点，我们可以采用“悄悄话热线”、“我的小秘
密信箱”等方式，一些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
室，或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适时疏导，解决相应的问题。 

总之，为了培养适应新时代的请人才，在小学教育中进行心
理辅导工作是势在必行的，只有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才能进行其
他社会活动，才能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才。在小学进行心理辅导
工作，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更是顺
应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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