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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小学心理教育中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羊鹤龄

南昌大学应用心理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在人民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提升的推动下，人们的精神文明发展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当然，全国人民的素质也在

逐步提升。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实践工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表现出的功能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不过，因为家庭

教育工作的改革和发展相对有一些滞后。科学育人的风气并没有完全形成。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家长采用的

家庭教育的方法和观念都比较陈旧和落后。同时，因为各地区的人们在物质文化以及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这就

造成在家庭教育中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和问题。比如对于中小学生的教养方式的不恰当、小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状况不

太良好，或者家长对中小学生所采用的教育方式有失偏颇等。这些都会让家庭教育很难实现理想的效果，进而对小学生正

常健康成长有一些不利影响。本文主要是以心理学为基础，探究小学生的家庭教育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问题，希望本文的讨

论能够给小学生心理教育实践工作的家庭教育有一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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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整个家庭中都是幼儿群体。而家庭是这
一部分群体特别重要的环境和条件，整个家庭环境的氛
围会对小学生的各方面的发展都会有一些影响。因此，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主要指的是小学
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成年的监护人在整个家庭环境中对小
学生进行的有意识的教育活动，让小学生在之后的接受
教育的情况下有更多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家庭教育也
是其他教育不可进行替代的。小学阶段的学生因为智力
处在开发阶段，性格处在形成阶段。因此，家庭教育和
其他教育相比有其独特性。比如家庭教育内容有着比较
强的丰富性，而且在家庭教育实践工作中也有特别明显
的针对性。当然，小学生也会感受到来自父母或者其他
成年的家庭监护人的权威。整个家庭环境对于小学生的
智力的开发和性格形成都有特别强烈的感染力。不过，
因为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的成年监护人对于儿童心理
学的发展以及有关的知识掌握并不多、经验也不太足，
这就造成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成年监护人对于小学生
的教育并不能有效的遵循小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对其
采取事宜，进而不能实现很好的心理教育成效。当然，
在整个家庭中，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能力以及文化
素养、知识文化水平等都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也让当前
的家庭教育有比较多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希望本文提出
的有关对策能够给小学生的家心理教育的家庭教育实践
工作有一些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1 我国当前小学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存在的不
足之处和问题

1.1 家庭教育观念不足
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中，依然会有比较多的小学生

的父母或者成年的家长认为小学生因为年纪还比较小，
很多东西并没有学的意义。因此，也没有重视对于小学
阶段的学生的心理教育以及家庭教育。据有关研究表明，
幼儿从三岁开始就有了比较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其学
习和模仿能力就在逐步发展。因此，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对其开展适宜的教育对孩子的一生都会有特别重要的影

响。
1.2 家庭教养方式不合理
在当前的家庭教育实践工作中，无论是对于小学

生的心理教育，还是对于小学生的德育教育，又或是其
他方面的教育，都呈现出重养轻教的特征。因为我国经
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相物
价也在增高。这就让很多的小学生的家长或者成年的监
护人，常常忙碌于工作状态，一心只想着让孩子能够有
更好的物质条件。却没有重视对小学生的教育和陪伴。
很多家长对于小学生的行为问题以及情绪情况、思想状
况的都并不了解。当然，更不能从心理教育专业方面对
孩子的有关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和了解，就容易导致小学
生在生理或者心理方面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小学生的父
母或者其他成年的监护人只是一味地给学生提供更好的
物质条件，而没有重视对学生的健康心理的引导以及良
好性格的形成，这对于小学生今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在开展教育工作的时候，更加重视
小学生的智力条件，而没有重视对小学生的品行或德行
的教育和影响。很多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人成年监护
人对于小学生的考试成绩特别看重，大多存在于认为小
学生的学习成绩好就是小学生的德行教育是到位的这样
的误解。对于小学生的日常教育工作中，对学生的教育，
重视对其社会道德、品质的培养和形成只是少部分家长
在做的事情。只有来自智力方面的关注和教育，而没有
品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对于小学生的成长也是极其不利
的。而且因为品德方面的培养和形成也会遵循小学生的
成长心理特征。因此，重智力轻品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
上可能导致孩子在以后会成长为一个高智商的低能儿。
这对于孩子的今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来说都有一些不利
影响。

1.3. 期望值太高
很多家长在对孩子开展家庭教育的时候，有一些

可能会考虑学生心理方面的特征。不过，还有一些家长
常常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应当逐步的理解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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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苦用心。然而因为小学生的思想认知并不成熟。也
因为来自各种环境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干扰，这就造成很
多孩子挨批评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也不知道在今
后应该怎样做才合适。这种家长或者父母，并不重视孩
子的本身实际情况，一味地强求孩子在考试过程中能够
取得好成绩，这就限制到很多孩子的兴趣爱好。在日常
生活中盲目的奔波于辅导班和学校之间，这就会让孩子
对于家长的教育或者对学校教育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反
感或者厌烦的情绪。所以，如果家长对小学生的期望值
没有以小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就可能造成比较不好
的后果。

1.4 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不对
我国的很多地方都曾遵循过棍棒底下出孝子或者

出人才的思想理念。该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父母能
够对孩子开展更加严厉的惩罚教育。如果孩子犯错，父
母就会对孩子进行严厉地批评，甚至是殴打。很多家长
并没有关注小孩子的想法和认识，这就造成孩子不能小
学生的父母或者家长不能很好地走进小学生的心理。还
容易导致孩子对父母或者成人家长感受到压抑或者害怕
的情况，进而让整个家庭氛围呈现出紧张的状态，小学
生就更不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进行表达和呈现。这样的
情况对于小学生的性格形成来说已经生理方面的健康发
展都是特别不利的因素。

1.5 父母过于溺爱孩子
当前的很多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因此，

很多家庭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关注中心放大了孩子身
上。对于孩子的任何的需求，家长都会最大程度的让其
得到满足。还有一些家长在开展家庭教育的时候，会比
较迁就小孩子的不合理的请求，这也可能导致因为对孩
子的纵容而造成孩子犯错的结果。还有一些小学生因为
在家里习惯了有父母的过度宠爱和纵容，形成了特别刁
蛮任性的不良品行。这样的现状对于学生都是有不利影
响的。

1.6 家庭教育不科学不合理
1.6.1 过度重视物质奖励
很多家长为追求小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就许诺

学生当测试分数达到多少的时候就会买价值多少的东
西。这样的教育方式容易让孩子形成特别强的功利心。
还有一些小学生甚至会为了家长允诺，放弃自己的兴趣
爱好。这样的物质奖励的教育方式对于小学生的心理发
展走向是特别不利的，容易导致小学生形成错误的世界
观和价值观。因为这样的单纯的物质奖励的方式容易让
孩子内心形成错误的利益观。有些小学生会为了获取物
质奖励而不遵循自己的心理特点或者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以利益化的方式进行思考。因此，这样的错误方式对于
小学生的身心发展都是特别不利的。而更加适宜的做法
是家长在小学生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的时候，应当给
予适当的表扬和精神奖励，促进小学生在家庭教育的培
养和影响下能够形成更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1.6.2 表扬和批评不合理
虽然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观点是好孩子都

是夸出来的。不过，很多家长并不知道怎样夸赞孩子才

能实现更好的教育成效。有一些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
孩子进行过度的夸赞，这样就可能导致孩子形成骄傲自
满的心理状态。长此以往，就会认为父母的夸赞是必要
而且应当的。不过，也有一部分家长并不会在小学生取
得一定的成绩或者进步的时候对其进行夸赞，这也容易
导致小学生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较强的热情和兴趣，
而且也会养成小学生渴望关注和缺乏信心的状态。同理
可知，批评的方式也会对孩子的成长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一部分家长喜欢在外人面前对自家的孩子进行数落。这
样的批评教育方式不但会让小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而且也可能让小学生形成消极的情绪和性格。因此，在
日常教育实践工作中，家长既不能够对孩子进行过度的
表扬，而且也不能对其进行过度的批评，应当遵循小学
生的心理发展特征，对其进行适当的批评和表扬。既不
让孩子养成过度骄傲自满的状态，而且也不让孩子在日
常的生活和学习中特别自卑。

2 完善小学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的具体对策
2.1 家长通过努力学习的方式实现自身教育素养的

提升
家长对于小学生的心理走向以及家庭教育来说都

是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没有人可以在出生的选
择谁作为自己的父母。父母给予孩子的教育也是孩子没
办法进行选择的。因此，家长也应当认识的自己作为父
母或者孩子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通过努力学
习有关的教育知识和心理学内容，促进自身教育素养的
提升，进而让孩子能够接受到质量更好的家庭教育。

2.2 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家庭对于孩子来说是重要的避风港。而幸福指数

更高、和谐程度更高的家庭也可以让孩子的身心实现更
加健康地发展，进而促进孩子在智力方面的发展。因此，
营造和培养更加和谐的家庭氛围对于更加聪明活泼和智
力更加优秀的孩子的培养来说，也特别重要的环境条件。
当然，一个更加和谐的家庭氛围也能够让一个家庭的所
有成员的心理更加健康。孩子在这样的氛围的感染下，
也能够实现身心的健康发展。

2.3 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而且也是特别自然

的。就算父母知道给予孩子太多的爱并不能够有什么好
处，不过依然会特备宠爱孩子。如果家长在对孩子进行
宠爱的时候没有尊选基本的原则，就可能造成孩子养成
很多不良好的行为习惯。甚至有一些父母习惯了什么都
给孩子准备好，这也可能造成孩子没有基本的生活自理
能力。这些现象对于孩子今后的成长和在社会上立足都
有一些不利影响。因此，也应当在恰当的阶段根据小学
生的心理特征对其自理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进而促进
其成长和发展有更好的基础。

2.4 改善教养态度
父母在开展教育工作的时候，应当多对孩子进行

沟通和交流，让孩子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进行更加充
分地表达和呈现。不能一味地要求孩子跟随自己的想法
开展学习和生活实践活动。所以，父母也应当跟孩子建
立合理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虽然很多父母或者家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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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在忙碌于赚钱。不过，也一定不能忽略掉对孩子的
教育。对于孩子的教育主要可以体现在对孩子的陪伴以
及对孩子的生活习惯的了解和培养、对学生的学习情况
的了解和掌握。在这些方面都能够促进家长了解到孩子
的内心想法。

2.5 言传身教树立榜样
父母不要认为命令孩子开展学习活动这就是对孩

子的重要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教育应当是以孩子的实
际情况为基础，辅之以孩子的心理特征，然后采取适宜
的教育方式，进而达到理想的教育成效。如果只是通过
口头上的命令方式，要想实现特别理想的教育成效，这
是万万不可能的。当然，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也都会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如果父母亲或者成年
的监护人经常有一些不太好的语言或者行为习惯，这些
都会让孩子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进而进行延续。当然，
对孩子的品性和道德方面的教养不是通过家长对一些思
想认识和理念的灌输就能实现的，而是应当加大采取言
传身教的方式感染和带动孩子。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而祖

国的未来发展也都需要依靠这一部分群体。因此，小学
生的身心健康对于整个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特别重要
的组成部分和内容。而家庭教育因为可以对一个孩子的

一生的成长都会有影响。而当前在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和
不足之处是参与到教育实践工作中的有关人员不能忽略
和逃避的。因为不但跟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直接相关，而
且也跟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家庭
教育就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而家庭教育的关键因素又
是家长，为促进孩子能够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家长
应当在开展教育活动的时候，根据孩子的心理特征采取
适宜的教育方式。通过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教育
素养，进而推动孩子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榜样
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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