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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发展是思想、观念和意识在特定行动中的成长

模式。它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和生活经验的不

同向着不一样的方向发展。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速度很快，

对社会和世界有着简单的认识，但缺乏自我管控能力和

洞察力，这往往是导致心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

现代社会和教育更注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但有效

的教育策略并没有完美地建立在青少年心理发展、个体

人格发展和整体生活质量的飞速发展。

一、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主要规律

人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幼儿期和青春期。

青春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特点是心理和生

理发生显着变化。根据调查，如今，中国的青少年大部

分都比以前提前两年左右进入青春期。然而，青少年的

心理发展与身体变化的速度相差甚远。一个人的身体发

育和心理发育密切相关。相对而言，一个人的心理发育

又是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时会使生理发展延缓。

青春期的身体成熟，赋予了青少年更多的自我意识

和心理上的“成人情怀”。他们不希望自己被其他人当作

孩子对待，并期望可以具有成年人的优势来帮助他们表

现得更好并改变社会角色。但是，年轻人的心理是有缺

陷的，往往是期望过高，能力又不足，导致自己的目标

没有实现。

年轻人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更加在乎自尊和自主，

并希望保持自己的形象。他们会克服因不当行为、批评

和不满而引起的悲伤，这往往会导致自尊心、行为控制

力和心理承受力发生偏差。当一个年轻人的身心发生失

衡时，就会出现青春期的“叛逆”情绪。主要表现为对

父母和老师的限制产生厌烦的情绪，并拒绝与他人交流

和交谈。从外表看，往往以强烈的情绪爆发将自己的不

满表现出来。

青少年心理软弱的主要表现是：做事缺乏耐心，难

以抗拒诱惑，不能独立思考和判断。对事物的判断不是

基于事实或实际，而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偏好等等。

二、青少年心理发展存在的问题

1. 攀比心理

在青少年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他们的家庭背景，经

济状况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年轻人总是喜欢比较他

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和衣着。年轻人更愿意花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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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间相互比较和竞争，使得他们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

并使得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处于危险之中。

2. 自卑

当学生遇到家庭状况和经济状况不同的同学时，他

们会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他们容易缺乏自信，

缺乏自我意识，这对自己的心理发展毫无作用。年轻人

容易缺乏自信，使得无法正确了解自己，这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3. 自负心理

青少年的心理不成熟还容易自负，这是青少年对自

身能力的误解，严重威胁到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

必须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这样才可以帮助

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三、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因素分析

1. 生理因素

在生理因素中，遗传和身体成熟度是最重要的，它

们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少

年对个人发展的接受程度。遗传是上代人将其遗传信息

传给后代的生物学过程。例如，个体气质的差异会影响

思维、情感和社交活动。一些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

症）可能是与遗传相关，但对于精神分裂症，负面情绪

的长期积累才是根本原因。身心成熟意味着孩子逐渐成

为能够自立生活的成年人。这主要是由于快速发育的身

体和大脑。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高

峰”。总体而言，男性青春期提前的好处要大于不好的地

方。男生个子高，喜欢运动，有积极的自我意识，还有责

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女孩则相反，会出现很多问题，如果

女孩的青春期提前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最终的情

况只会更加不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身体成熟

的时间也有所提早，生理成熟度与心理成熟度的对比更加

明显。因此，学校课程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巨大作

用，为学生身心健康保驾护航，避免不良结果的出现 [1]。

2. 网络环境因素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帮助年轻人获得知识

和理解。但它也使年轻人对网络成瘾，甚至深陷其中。

年轻人身体和心理的不均衡发展让他们并没有对互联网

有充分的理解。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网络，摆脱不了网络

游戏或网恋的念头。年轻人的观念、价值观和世界观还

没有完全成形。而网络极端言论的传播、垃圾邮件或辱

骂的话语，很容易影响青少年的三观，并对青少年的心

理造成伤害。当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时，人际交往就变

得相对狭窄，无法与他人良好沟通，缺乏正常的人际交

往。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不是个体所固有的，而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统一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少年终会

在社会中慢慢步入，年轻人的心理成熟度决定了他们适

应的速度。尤其是那些在社会环境中不成熟和不聪明的

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3. 家庭因素

家庭可以被认为是人格发展的“第一所学校”，这对

年轻人的心理发展尤其重要。家长要根据家庭结构和家

庭环境用恰当的养育方式和养育理念去教育孩子。青春

期受益于父母的爱，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帮助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发展。一个不完整和不稳定的家庭就会产生不

好的结果，会让青少年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这可能导

致他们具有反常的社会性格和行为。与专制或放任的养

育方式相比，民主的养育方式更有助于让年轻人形成更

好的品格。在家庭的实际结构不完整的情况，例如遗弃

孩子的现象以及留守儿童的现象，即使他们有父母，也

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这样的情况只会使年轻人的心

理发展带来更多的困难。近几年，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

欢迎和关注。父母更加关注孩子家庭教养和自身发展。

对孩子的需求、感受、习惯和年龄的多样性也愈加关注。

这对青少年心理发展来说也是福音。

4. 学校因素

学校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

青少年获取科学文化知识、养成良好品行和接受道德教

育的重要场所。教育理念、学校教学理论、老师的教学

方法和与同学的相处之道对学生的心理发展有很大的影

响。当今的教育环境，尤其是小学阶段，需要真正意识

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平台。与以

往强调以考试为最终的学业成绩相比，这对学生的身心

有更多的积极作用。朋友之间的相处对年轻人越来越重

要。事实上，学校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社交群体，

让青少年结交了更多的朋友。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

是青少年人格发展的一部分。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受欢迎

程度是自己生活的核心时，这将极大地提高他们的成就

感，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四、优化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1. 开展网络文化专题教育，抵御不良网络文化

为了防止学生的心理出现问题，学校要基于网络成

瘾、虚拟现实、互联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进

行在线文化学习和教育。例如，学校可以选择中国外交

部官方微博、共青团等优质网络平台，推荐网络上的一

些优秀文章以及发生的国际大事，帮助学生重新认识网

络文化。网络游戏成瘾的一些问题可以从青少年的身体

表现中看出，包括在白天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

一些暴力赌博成瘾学生的情绪表现，让他们认识到网络

成瘾的危害，以及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学校要帮助青

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分辨清网络文化，正确科学上

网，文明上网，及时介入，随时关怀。另外还要做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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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理智对待，培养青少年批判性思维方式。

2. 积极探索青少年的群体效应

青少年的成长一直离不开集体环境。创造健康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会给年轻人增加群体归属感，让他们觉

得自己是一个群体的一份子，这样就可以与同学互相分

享，可以互相帮助。良好的集体环境能让年轻人有更多的

机会提高自己。年轻人会寻求并争取集体的尊重，学校应

该让他们了解心理健康的价值和重要性。有心理健康问题

的人在环境良好的群体中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相对

较小，而且容易纠正，不会演变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3. 优化家校合作模式，营造温馨港湾

学校还要利用家长委员会向家长宣传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共

同应对青少年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状况，以及如何解决家

长与孩子沟通障碍等问题。为了提高家长对孩子心理健

康的认识，学校应积极发展与家长合作的模式，加强校

长、监护人和家长委员会之间的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

心理和情绪变化，及时应对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并为

学生提供心理帮助。如果孩子出现心理异常等情况，要

立即告诉家长，并积极处理。学校要鼓励家长转变教育理

念，关注学生个人喜好，不盲目辱骂或批评孩子，增加亲

子沟通时间，鼓励家长花时间陪伴孩子，引导他们采取合

适行动，这将有助于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良好交流 [3]。

4. 构建平等的师生沟通桥梁

每个学生在学校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一般来说，

在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偏见，因为他

们不可避免地倾向表现良好的学生。在这个阶段，为了

更好地理解学生的思维，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成绩的变

化，还要关注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变化。此外，教师的角

色不仅仅是领导者的角色，更要在课堂上发挥积极的作

用，让学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让学生与教

师成为朋友。现代青少年的心理稳定性相对较低，教师

在评判学生时，必须保持公正和不偏不倚。不合理的决

定会让青少年在心理上出现抗拒、愤怒，甚至会使交流

出现问题等极端表现。

5. 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自我调节能力

学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鼓励各学科教师将心理

健康教育融入日常学习中，帮助学生评估好自己的考试

成绩，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老师可以帮助

学生克服学习困难。让学生勇敢地展示成果，鼓励学生

在不好的环境中保持专注，克服心理障碍。此外，教师

应专注于在课堂上创造一种文化，培养一种团体意识。

很多孤独的人自我意识很强，在与同学的交流中难免会

遇到冲突。增强团体意识，这也是让他们不感到孤独的

有效方法，更有助于教师与学生进行良好的沟通，与朋

友和老师讨论问题，学会表达自己，及时释放负面情绪，

这将极大地提高孩子心理适应的能力。

6. 建设阳光校园环境

阳光校园心理发展是校园教育环境建设的策略，是

以校园教育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在营造阳光校园环

境时，应从心理课程、师生关系、课堂管理和范式发展四

个方面关注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心理学课程需要提供指

导、讨论和分析心理的内容，以确保心理问题可以得到有

效解决。教育发展的目标是青少年的心理可以积极发展。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师生关系中，教师要尊重青

少年的多样性性格，与学生平等的交流，应用素质教育理

念，强调青少年的自主成长，肯定他们的长处和心理状

态，从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发

展。提高沟通的有效性，积极管理情绪，避免极端的心理

情况出现。课堂上的心理指导让年轻人以协作的方式专注

于他们的职责和责任，以及独立的活动和心理耐力，以鼓

励课堂的学习和实践。还要提供积极心理辅导，提高学生

心理素质。年轻人的成长离不开群体，因此，榜样的发展

可以有效地补充他们对校园心理教育的认识。

7. 重视信息素养培养

鉴于信息社会中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频繁发生，教育

政策应侧重于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以及学生正确使用电

子设备，了解合适信息的技能和能力。在计算机科学课

程中，教师要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提供对计

算机科学和在线信息的准确理解。我们还应组织信息技

术应用竞赛，鼓励学生利用网络信息扩充自己的知识范

围，或者在校园内组织网络辩论比赛，加深我们对网络

的理解和认识，使其成为个人成长的工具 [4]。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

要指标。教育必须尊重心理发展的原则和特点，并为青

少年提供有效的心理教育。然而，在实践学习过程中制

定策略需要教学方法的支持。应通过提供多种的模式来

鼓励个人心理发展，使青少年能够提高自我控制的能力，

改善心理发展并促进积极的态度，培养年轻人的意识和

综合素质，让他们成为一个自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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