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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进入少年期，农村六年级小学生自我意识逐渐发展。然而

受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体因素的制约，存在如下影响身心发展

的心理健康问题。

1.1厌学问题凸显

厌学心理是对学习厌倦甚至厌恶，从而产生逃避的一种心态。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面临小升初，学习压力大，不少学生厌学。在

学习生活中常表现为学习态度不积极，学习的自主性和自觉性逐

渐下降。长此以往，成绩下滑，自身的学习进程无法与班级的学

习进度并进，便会产生自我放弃的想法。同时，被父母用来与同

辈群体作比较的现象层出不穷，不少学生内心萌发出“为了家长

而学”的心态，导致学习兴趣降低。虽然自我意识逐渐发展，但

仍缺乏自我约束力。比如，在好奇心驱使下，不能很好地应对网

络的诱惑，在“上网”的愉悦与学习的苦累对比下，厌学情绪递

增，若不予以重视，博弈中的叛逆与压抑将侵害其身心健康。

1.2心理障碍问题

大多数农村六年级小学生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常常表现

为喜欢独处、个性内向。由于缺乏成年人的疏导，渐渐变得沉默寡

言、怯懦自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面临小升初的学业压力和心理

困境，能从家庭中获得的学业帮助也极其有限——他们多由祖父母

代养，而祖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心理代沟，多数隔代管理仅局限在

生活上，疏于对其心理健康和正常人格的培养[1]。长年累月的自

我认知偏差使他们不能够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多种问题叠

加的心理障碍由此而生，一旦遇到困难便容易自我否定。若这些问

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便会对他们的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1.3过于懂事而压抑内心

一般来说，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对家庭生活方面的事情了解甚

多，理解父母的辛苦与不易，心理发育由幼稚趋向成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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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表现为乖巧听话，帮助父母做家务，减轻父母的负担。受“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观念的影响，不少父母认为“长大了”的六年

级小学生理所当然是懂事的，要么忽视心中郁结，要么予以责备。

此外，家庭条件和家庭氛围也会影响其过度懂事，从而压抑内心，

忽视自我感受，遇到任何事情都先看重父母和他人的想法，缺乏

自主性。家庭条件差者身上会充满矛盾性——渴望自由成长的同

时，又不得不快速成长，帮助父母分担家庭的责任，长此以往便

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2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处于青春早期，是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阶

段，自主意识逐渐强烈。面对信息有独立的思考，在成长过程中

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主要的因素有家庭因素、学校因素、

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

2.1家庭因素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正处于形式运算阶段，认知发展逐渐成熟，

家庭中所包含的家庭结构、经济条件、家庭氛围及家庭教养方式

都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家庭是个体发展最原始最基

本的单元, 同时也是一个由父母、子女形成的一个动力系统, 这

个动力关系形成的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家庭氛围或显而易见地或

潜移默化地对个体产生影响[2]。家庭氛围良好会铸造积极乐观、

思想活跃、抗压能力强的品格；相反，家庭氛围严肃会导致懦弱、

独立性差、孤僻等性格，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此外，充足的

安全感对其是至关重要的，家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父母缺

少陪伴或强势甚至暴躁，不能给予其足够的安全感，会使其变得

懂事，忽视自我感受，无法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成长。

2.2学校因素

学校是学生长时间生活的场所，对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心理健

康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教师是引导者和帮助者，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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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教师的一句鼓励会激励处于转折时

期的学生奋发图强，使其受用一生；相反，教师的批评可能会

对内心脆弱的农村六年级小学生造成严重的伤害，需要用一生去

治愈。受地区发展的影响，农村小学的心理教师师资匮乏，学

校关于心理健康的相关课程建设也相对较少，不能及时发现和解

决处于特殊心理状态的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此

外，校园欺凌也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伤害。受害者身心尤其是

精神遭受痛苦，长此以往可能会焦虑、抑郁，出现学习障碍、

精神疾病[3]，且校园欺凌造成的心理伤害是终身的。

2.3社会因素

健康的社会信息有利于农村六年级小学生的心理发展；不健

康的社会信息会对其心理造成伤害。受农村环境的影响，良好

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知识难以在农村范围普及，他们便容易受到不

良社会信息的侵蚀。而当他们受到不良社会信息干扰后所表现出

的行为，如校园霸凌或被校园霸凌，农村父母无法给予及时的

干预和引导，其心理状态会发生改变甚至扭曲。随着科学技术

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迅速普及，各种社交媒体软件层出不

穷，逐渐影响着他们的学习观和心理状态。在网络的诱惑下，

他们发现通过发布视频等方式可以获得流量或利益，便会萌生

“学习无用”的想法，学习动机逐渐丧失。

2.4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是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内在因

素，也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个体因素包含了遗传因素、

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等[4]。遗传因素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有着

直接的联系。一般情况下，如果父母的心理健康存在问题，那么受

遗传的概率便比较大。同时，身体发育急剧变化，他们的知识经验

和理解能力还不足以适应这一变化，便会出现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

的不平衡，使其产生困惑和不安，从而引发心理问题。此外，由于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身心发展还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自我

管控的能力，容易陷入网络的“漩涡”不能自拔，长时间得不到引

导会有损其身心健康发展。

3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

面对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存在的厌学、心理障碍和压抑内心等

心理问题，要针对其产生的原因给予正确的策略。在家庭方

面，家长要积极关注其情绪和成长需要；在学校方面，学校要

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在社会方面，塑造良好社会风

气；在自我方面，要培养良好的品格和行为习惯。

3.1家长应积极关注其情绪和成长需要

一是应提高家长对心理健康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受固有观念

影响，多数农村家长认为其年纪小，不会存在心理问题。但实

际上时代在发展，成长环境发生改变，其心理年龄常常与生理

年龄不符，因此家长要意识到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二是家

长要注意与其沟通的方式。农村六年级小学生的思维具有独立

性，他们的内心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家长应经常与其沟通，了

解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引导其向正确方向发展；三是家长要

知晓家庭矛盾对其心理影响的严重性，规避家庭矛盾的发生，

减少其心理负担，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使其在良好的家庭环

境下健康成长；四是不要有不合理的期待，在教育的过程中要

尊重他们的成长规律和个人状态，使其内心满足感得到提升。

3.2学校应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农村六年级小学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学校应大力开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真正发挥心理健康教

育的主动性、积极性、发展性和预防性功能[5]。一是要在农村

小学设立心理咨询室，使处于特殊心理状态的农村六年级小学生

能够倾诉自己的心声，并及时给予相应的帮助；二是招聘具有

专业心理知识的教师担任心理教师，举办相关心理健康的活动，

分析其心理健康情况，及时做出应对策略；三是教师可以通过

组织演情景剧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从情感陶冶

的角度帮助其缓解焦虑等心理问题；四是学校要关注和改善农村

未成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利用中小学的现有条件, 在节假日为

学生提供“夏令营”之类学习活动机会[6]，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3.3塑造良好社会风气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思维具有独立性，好奇心和模仿性比较

强，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更好地熏陶和塑造他们的人格。

第一，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破除农村一些落后思想，适当开展

针对农村家庭教育的相关工作，为农村家长普及当前教育的新观

念，以及有关心理教育的知识，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教导与管

理。第二，坚决管制打架斗殴的人员，为农村六年级小学生提

供良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第三，为避免网络诱惑影响其心智

发展，应设置相应限制，严格禁止其进行网络直播等。最重要

的是，要杜绝部分家长利用他们以网络直播方式获取收入，耽

误其学习的情况发生。

3.4培养良好品格和行为习惯

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处于心理特征不稳定、易冲动的阶段，

需要成人的及时引导。如今，双减政策在国内中小学全面推

行，家庭作业和课外班的减少为锻炼其良好品格提供了时间和机

会。家长或教师可利用闲暇时间带领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如“植树劳动”“动手小发明”“生命安全演讲会”等社会

实践活动等。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过“游戏在儿童生活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儿童在游戏中怎么样，当儿童长大的

时候，他在许多方面的工作也会怎么样”。社会实践活动与游

戏具有相同的教育作用，都是锻炼品格发展的媒介。成人应创

造有利的条件，帮助和指导其在活动中锻炼个人的品格，使其

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和教师要为

其树立良好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良好品格和行为习惯的形

成，运用榜样示范法或情感陶冶法促使农村六年级小学生养成良

好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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