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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杂居地高中寄宿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与对策
梁　建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广西 河池 530800）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行改革，当前教育事业具有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贫富差

距仍然比较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质量存在一些问题尚待完善。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教学工作更加注重学校的布局调整，出现了寄宿

制的学校。这种现代化的办学理念能够整合教学资源，从而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自主能力。但是随着多民族地区寄宿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

学校面临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基于此，文章对多民族杂居地高中寄宿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展开分析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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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在高考

的背景下，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这也使寄宿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仍需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有更多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然而，

由于认识上的不足，绝大多数寄宿生家长会将学生的监督教育全

部推给学校，这就导致了学校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实际上，只有

家庭和学校共同参与，才能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效。

一、我县城地理位置

大化瑶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位于广西偏

西北的红水河中游，总面积为 2716 平方公里，大化地处于云贵

高原余脉，都阳山脉自北向南跨越全境，地势北高南低。全县地

貌成因分类有喀斯特地貌、剥蚀侵蚀低山丘陵地貌以及河谷地貌

这三个类型。但因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县属于老少偏远穷地区，

特别如雅龙乡和七百弄乡等乡村在二一年前水电路都不通，属于

十分贫穷落后的地方，近这二一年来，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乡村

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但和全国整体平均水平应该还有很大的

差距。大化县目前居民人数 36.5 万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24647 人，占 6.75%；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340354 人，占 93.25%，

其中瑶族人口为 101401 人，占 27.78%；壮族人口为 238192 人，

占 65.26%；其他藏族回族苗族等 18 个民族不超过 1000 人，主要

是以壮瑶为主杂居多民族。大化县境内阶梯级建设两座国家大型

发电水利站，总体的容量在 177.6 万千瓦，它是广西第一座超过

百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因此小有名气。

二、我县高中寄宿学生的特点 

首先，学生的民族意识较强。我县高中寄宿生绝大多数来自

偏远的山区、牧区，他们处于多民族杂居地，受到不同民族文化

的影响和熏陶。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影响下，

形成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使他们更加关注家乡的发展

和变化。

其次，贫困生人数较多，经济压力较大。他们中绝大多数家

庭的经济情况相对困难，很多学生会感受到经济负担的繁重。虽

然学校能够提供贷款，虽然不需要在此时偿还，但在几年后的还

款压力仍然比较大。

最后，他们的心理脆弱，容易出现自卑心理。少数民族学生

在多民族地区，会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高中学习过程中，很

多学生因为自身的文化基础差，学习能力不强，在学习上感到吃

力，加上自身的文化基础不强，学习能力不强，加上汉语水平不好，

担心自己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出现普通话不标准而被嘲笑的问题，

久而久之会陷入孤独、苦闷和封闭之中。在他们的思想认知中，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保守、封闭问题，学生的自卑心理较强。

三、寄宿学生在学校的表现特征 

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的地理环境差、教学设施落后，学

生家庭条件有限。其中，很多家长会选择外出打工，并且无暇顾

及学生的生活，并且考虑到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习任务繁重，就让

学生在寄宿制学校就读。寄宿学生在学校的表现特征如下：

生活习惯的表现如下：第一，很多学生的生活习惯较差。很

多学生不讲卫生甚至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不常换洗衣服，并且

留长发和指甲，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第二，有个别学生不

按时就寝，集体意识差，影响其他人的休息；第三，不诚实，撒

谎成性，经常在学校欺骗学生，并且在家欺骗家长；第四，在公

共场所不遵守公共道德，不讲究公共秩序，不懂得文明礼貌，在

遇到教师和熟人之后不懂得如何与人打招呼，责任心和责任感不

强。

学习习惯的表现如下：第一，学习用具摆放杂乱。学生宿舍

物品摆放位置不整齐，书桌上乱七八糟，很多学生经常找不到作

业和教材。第二，上课经常心不在焉，上课效率较差，直接影响

了他们的学习成效。第三，一部分学生出现抄袭作业的问题，会

抄袭同学的作业，形成惰性心态。

四、寄宿学生有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孤独心理问题

学生进入封闭的寄宿制学校后，经常会与父母相隔数十天，

尽管学校集体也十分温暖，但始终无法代替家庭的温暖。这导致

学生容易出现孤独的心态，容易感受到孤独和痛苦，如果长期无

法及时疏导和排解，则会形成孤僻的性格，或是出现更多的心理

问题，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二）压抑心理问题

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寄宿制学校会推行全封闭式的管理，

所有学生都需要严格按照学校的规定和要求展开学习活动。然而，

目前有许多学校推行的是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这样虽然能够确保

学生的学习安全，但是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方式会导致学生

出现恐惧的心态，从而对学校以外世界具有较强的兴趣。久而久之，

学生会出现严重的压抑心态。

（三）逆反心理问题

虽然高中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比较成熟，但是他们并没有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缺乏对学校严格管理的正确认识和了解。在

实际上，很多学生会片面地认为学校禁锢了个人的自由，从而出

现叛逆的情绪，他们在长期繁重的学习环境下，会逐渐形成逆反

的心态，这不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品质，不利于学生形

成健全的人格，甚至会产生不正确的价值观念。

（四）倦怠心理问题

一般情况下，学生选择在校寄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

家与学校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学生上下学不方便；第二，父母

难以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以大化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为例，

学生一般是每周回一次家，在当地其他学校还存在一个月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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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情况。并且学生在校内也基本保持着三点一线的生活状态，

就是宿舍、食堂、课堂这三个场所。长期的重复性生活会导致学

生出现倦怠的学习情绪。

五、学校各个层面对心理问题学生采取的措施

（一）学校层面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轻松愉悦的成长环境，学校应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氛围，凸显出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作为校园文化建

设的一部分，学校应构建相应的班级文化园地橱窗，分给各年级

组作为年级文化园地。各班应每周进行更换。园地橱窗应包括心

理健康、师生作品、年级动态等相关内容，丰富橱窗的内容形式。

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应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的基础上，选择负

荷农村寄宿制初中学校特色的经典格言，引人深思的古今优美诗

歌，做好统一的规划和布局，这样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

避免了带班和沉闷，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呈现出良好的文化氛围，

有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二）班主任层面

作为高中班主任，应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

充分调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力量，从多个方面推进心理健康

教育。除此之外，班主任还应加强自身的学习，积极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第一，班主任应开展相关的主题班会，及时做好心理健

康教育信息的宣传。第二，注重家校联动，班主任应加强与家长

的沟通，帮助家长学习更多与学生的交流沟通技巧。促进学生形

成健康的心理状态。其中，班主任应组织开展家长会和家访活动，

全面了解学生的行为表现。家长应加强对学生的监督工作，从而

促使学生实现健康成长和发展。第三，构建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展开疏导。农村寄宿学生每周在校时间不会超

过五天，每天都在学校内，除了必要的学习和上课时间，不注意

调整的话，他们的校园生活也会更加枯燥和单调。为了丰富学生

的课余生活，班主任应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吸引寄宿生的注意力，

让他们积极参与到书法作品比赛、大合唱、诗朗诵、演讲比赛之

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第四，教

师可以将团体游戏辅导应用于班级管理之中，充分利用班会课对

所带的班级开展团体和个别辅导，帮助学生正确对待生活中面临

的困难与挫折，增强他们应对技巧的指导，采用积极有效的应对

方法，避免出现幻想、自责等消极应对方式，提高学生的耐挫折

力，培养学生形成自信的心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并以更加平和、愉快的状态进行生活，促进他们人格的健康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可以通过共青团、学生会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心理教师层面

心理教师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让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召集个别学生进行谈话，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教师应积极组

织学生参与到趣味性的实践活动中，指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主动

参与和体验，使学生在心理游戏之中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减轻

心理压力，充分展现自己的特长，发挥自己的能力。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是一种以培养学生心理素质为目的的课程，其中包含了某

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成分，但是并不系统和全面，缺乏针对性。为此，

心理健康指导教师应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开设系统性的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利用各类教育手段改进学生内心的心理缺陷，发挥学

生的优势，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健全的人格品质。

六、现行高中存在的不足因素和困惑

现阶段，高中在教学管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寄宿

制学校在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安全

问题。现阶段，教师对于学生的心理动态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这

就导致学生长时间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中，这导致他们容易出

现压力状态。第二，在封闭的寄宿制学校教学中，一线教育工作

者应加强对学生的重视，做好对学生心理上的引导和干预，使学

生消除疲惫的心态。第三，寄宿学校容易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

对于文化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这导致学生出现超负荷学习的问

题，不利于学生形成创新思维意识，容易导致学生出现逆反的心理。

七、我校具体措施的案例分析 

陈小立同学是寄宿生，他个人的学习习惯相对较差，他们的

学习时间安排并不合理，作业经常无法准时完成，这也导致他们

的成绩一落千丈。另外，他容易出现个人卫生习惯差的问题，往

往几天不洗头不洗脚，衣服也比较脏，这导致很多学生不喜欢他。

为此，教师私下与他的家长进行沟通，了解到陈小立同学的家长

由于忙于工作，在外地难以回家，也导致疏忽了对他的辅导和教育。

为此，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了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并经常与他

进行交流，这也让小立同学感受到温暖，从而不断改变自己的不

良习惯。

陈明是高一年级的女生，陈明的母亲早逝，父亲多病劳动能

力有限，家庭的经济状况较为艰苦，属于农村建卡贫困户。父亲

再婚后，陈明与后妈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与父亲之间缺乏沟通

和交流，她的生活和上学费用全是依靠于哥哥，在这样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陈明比较内向，并且缺乏父母的关爱，内心的安全感

缺失，从小不善于与人交流，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也不敢独立发

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由于父亲再婚，陈明与父母之间沟通和交

流的机会不多，这也使陈明经常会感到落寞和郁郁寡欢，她经常

会认为自己不如他人。对于青春期学生来讲，如果家庭教育出现

问题，学生就会出现抑郁和困惑的情绪，如果情绪得不到消解，

久而久之会影响学生后续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教师在日常的教

学生活中有意识地对陈明同学给予关爱，叮嘱她在天冷了多穿些，

并且在她生病后抽空去陪一陪，给予她更多的关心。在平时的时

间辅导她的功课，并多与她进行交流和谈心，这样使她在心灵中

能够体会缺失的父母之爱。不仅如此，教师也十分重视对她的激励，

结合她的实际情况开展激励活动，在课间时间有意识地找她聊天，

并且在课间让她帮忙发作业，并且不公开批评她。当她发现自己

有所进步后，会逐渐融入班集体之中。不仅如此，我在教学评价

阶段，及时肯定和表扬她，让陈明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从而

调动她的学习自信心，并让她感觉到自己是被认可的。

八、总结

综上所述，多民族杂居地高中寄宿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离不

开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共同努力。作为新时代的教育

工作者，应始终秉持着科学育人的教育理念，采取科学有效的育

人方法，利用合理的心理教学手段，加强对寄宿学生的关心，做

好对学生的关爱，真正使学生实现个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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