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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虽然乡村小学的学生有着与城市小学学生不同的人

生成长环境，但是在心理和情感活动的变化上还是存在

一定的共性，这就表明情绪情感问题主要是由小学生的

年龄大小和身心状况所决定的。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来

说，此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心理特征，情绪表达上

也会有比较固定的模式，这些情绪或积极，或消极，都

在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因此，如何正确教导

学生管理好情绪成为教育工作者开展素质教育的主要课

题。

一、乡村小学高段学生情绪产生的主要根源

（一）学生自身

首先，小学生的心理机能仍处于发育和未成熟的阶

段，因此他们在看待问题时往往比较偏激和片面，在情

绪和情感的表达方面也缺乏正确的方法，比较冲动，情

绪起伏也比较大。其次，小学高段学生对于学习的目的

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学习都是在父母和教师的督促下

完成的，很难形成主动的学习，情绪反应上也会呈现出

逆反的特点。当有人问他们学习的目的时，他们的回答

往往是父母强迫的，情绪上表现出不情愿和不高兴。最

后，小学生的人生阅历不够丰富，不懂得反思自身的情

绪和行为，同时也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干扰和影响，产

生不良的心理情绪。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浅谈乡村

小学高段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提升教育辅导策略研究》（课

题编号：21PTYB100）的成果之一

（二）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是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主要场所，家庭环境

对于小学生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时不刻的。在目前，

大部分乡村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这

无疑是可喜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家庭的富足

也导致小学生产生了各种情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家庭

生活以小学生为中心，肆意满足小学生的各种需求，造

成小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去顾及他人的感受，只是

一味的索取。当碰到困难时，往往比较容易产生挫败感，

做出冲动行为。第二种情况是以父母为中心的强权教育，

对孩子的各种行为都会严厉管教，孩子长期处于担忧、

害怕的心理状态当中，这就使小学生无法产生属于自身

的想法，小学生难以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不敢去

表达自己的情绪。

（三）学校教育

小学学校是对小学生进行情绪心理教育的主要阵地，

但是在现阶段，情绪教育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教师的

教学仍然比较注重学生的主体成绩，甚至存在教师对学

生区别对待的情况，这就会使一部分小学生感到被冷落，

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而对于成绩优异的小学生则会产

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与此同时，教师对于小学生在学校

内的各种活动往往采取的是强制、命令的方式来督促其

完成的，使小学生处处感觉到压力，难以形成积极向上

的态度和情绪。此外，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当中很难做

到面面俱到，很难照顾到每一名小学生的情绪，当某一

名学生产生心理情绪上的问题时，很难得到及时的排解

和疏导，极易导致不良情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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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小学高段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主要方法

（一）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情绪，主动培养控

制情绪的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当中，教育者更加关注学生的学

习成绩，却忽视了学生的心理情感和情绪，这对于学生

的健康成长无疑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教师而言

要打破一味追求学生良好成绩的错误理念，要更加注重

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学生产生情绪情感方面的问题时，

要及时的为其排忧解难，对其进行疏导，使其能够自我

调节自身情绪，成为情绪的主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

保证学生保持稳定的情绪，情绪起伏不定是小学生主要

的心理外在表现。当学生出现情绪较低或比较消极的情

况时，教师要积极主动的进行干预，比如当小学生碰到

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愁眉苦恼时，教师要对其进行劝解和

疏导，告诉他困难是随时都可能会出现和发生的，当问

题出现时我们正确看待他们，不能被困难所打倒。教师

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讲解，帮助学生形成克服困难和问

题的信心，使其在遇到挫折时能够保持更稳定的情绪。

（二）制定情绪培养的教学目标，开展情绪培养活动

在每一次的教学备课过程当中，都要加入情绪情感

因素，帮助小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和领会情绪情感所存在

的意义，教会他们进行情绪处理。比如在绘画课堂的教

学当中，教师可以在课堂开始时在黑板上画出喜怒哀乐

四种情绪的表情，然后让小学生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进

行发言，分别说出每一种情绪的由来。对于快乐的事情

大家都会有喜悦的表情，这就说明大家的情绪也是比较

积极向上的。而在碰到消极失望的事情时，大家都会哭

丧着脸，情绪也会低沉，但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并不是永

远都会存在的，大家可以寻找自己适合的方法来进行排

解，比如寻求老师、家长或者同学的帮助，更好的解决

问题，这样消极的情绪也会得以平复，情绪变得更加稳

定。这种课前活动既能够在课堂开始前活跃课堂气氛，

同时也能够引导小学生进行思考，使他们能够将情绪与

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正确认识日常生活的各种变化，形

成良好的情绪反应。

（三）教导学生进行情绪表达，教会学生情绪表达的

方法

每个学生不论大小都会有自己的情绪，情绪是他们

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反应，情绪能够将内心想法表现的淋

漓尽致。因此作为教师，要给孩子发泄情绪的机会，允

许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想法。日常生活中，教师

和家长看到孩子表达情绪时，总是用压制的做法去克制

孩子哭泣、喊叫，殊不知这是错误的做法，应该鼓励孩

子及时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帮助孩子分析事情的原

因，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事情的是与非，因为长期以往的

压制孩子的情绪不仅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益处，严重

还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很多，主

要的情绪表达方法包括：第一、哭泣。据数据研究表明，

哭泣是最有效的发泄方式，因为流眼泪会将内心的压力

所产生的的身体毒素有效排出，例如：平时女生更容易

哭泣，发现哭完以后，情绪会变好，这就说明了哭泣是

非常有效的发泄方式。第二、倾诉。当学习生活中出现

烦恼时，应该及时寻找家长、朋友、同学、老师倾诉，

必要时可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及时排解内心忧郁与烦

恼，重获人生价值。第三、书写。

（四）教会小学生转换自身情绪的方法

对于高年龄段的小学生来说，他们对待日常事物已

经具有一定的情绪反应倾向，情绪或好或坏、或高或低，

他们的情绪问题主要是情绪的两极很难达到一个合理的

状态，要么较为偏激，要么则较为压抑。所以教师作为

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引导者，要教会他们进行情绪自我转

化的方法，帮助小学生实现合理的情绪控制。情绪控制

的最佳状态就是既能够在积极的情绪状态下，继续巩固

和保持，同时也要能够在消极负面的情绪状况下，主动

的进行自我调整，使情绪趋于稳定或者向更好的方向发

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主要的方法包括：首先教师要教

会学生学会角色转换。当小学生与自己的小伙伴、同学、

父母发生冲突时，不能够一味的只关注自身的想法，还

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比如在活动课堂当

中，两人因玩具而发生争抢，这时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

要从双方的角度进行考虑，玩具是大家都喜欢的，可以

进行共享，友好地采取协商来进行解决，不能够只顾自

己玩而忽视了其他人。其次，要教会小学生进行自我安

慰。对于那些平常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言语的小学生，

他们的情绪往往会比较低沉，因此教会他们自我安慰可

以推动他们更加积极的参与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更好

的实现自我发展。

（五）教师以自身为榜样，努力成为小学生的情绪

导师

在校园生活当中陪伴小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主要对象

便是教师，可以说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小学生产生耳

濡目染的作用。因此，教师对于自身的情绪管理也是十

分重要。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任务比较繁多，再加上学

生各种情况的发生，会使得教师的工作变得异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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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发生错误，教师没有控制好自身的情绪，采用训

斥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指责时，负面形象也会随之产生，

小学生也会理所应当的在相同情形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对

待其他人、其他事。相反，如果教师采用冷静的态度和

心平气和的说教来解决问题时，那么小学生也会反思自

身的行为，养成良好的情绪习惯，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

情绪管理的榜样。教师的榜样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一

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事情，它需要一个循环往复、不断

累积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教师要注意自身的一

举一动，情绪表达也要尽可能的做到恰如其分，比如在

进入课堂时跟学生打招呼；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表现

积极的同学进行赞许和鼓励；对于走神的学生进行善意

的提醒等等。让小学生以教师为榜样，更好的塑造良好

情绪。

三、结语

乡村小学高段学生的情绪管理教育是当今教育发展

的重要研究课堂，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能够丰富小学生

的人生阅历和精神世界，同时也能够使其受益终生。因

此，作为小学教育者来说，要更加关注小学生的情绪控

制和发展情况，合理充分的利用好教育教学策略，保证

小学生的情绪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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