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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体舒心”培养阳刚好儿童的策略研究
汤月慧

（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集团凤凰园校区，江苏 泰州 225500）

摘要：现代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位，造成一些男孩子性格女性化，在学校经常受到其他同学的嘲讽，使得这些孩子自卑、不善交

流、孤僻，笔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心理咨询和体育运动进行干预，逐渐消除其恐惧心理，帮助其建立自信，学会人际交往，

融入集体，重拾阳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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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呈现

小皓，性格内向，缺少阳刚之气。体育活动中，男生嫌他柔弱，

女孩子嫌他是男生，大家都不跟他玩。他渐渐地成为班级的边缘生，

变得自卑、不愿与同学交流。该生心理难过、自卑，所以前来求助。

二、原因分析

（一）家庭环境

在小皓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常年外出打工，他是和妈妈和外婆

一起长大的。缺少了爸爸的陪伴孩子的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不

是很开朗，遇到事情习惯向后退缩，渐渐地变得胆小、懦弱，因

此在班级的小团体中，小皓这样的处事方式就易造成不合群，与

学生交往困难。

（二）性格特点

体育运动中足球、篮球等团体性项目对技术、技能、团体合

作都有较高的要求，并且比赛激烈，身体上偶尔还会有接触、碰撞，

这让胆小、害怕的小皓产生了不安全的感觉，感觉到运动的危险

性，这都让他望而却步。因此他会选择静力性的游戏或者运动，

例如站着看别人运动，或者和女生做趣味性小游戏，或者跑到器

械那儿荡秋千等，由于害怕他不敢参与篮球、足球等团体项目，

不会主动和男生接触、玩耍，因此缺少了与男生沟通交往的桥梁，

同伴效应减少，使得小皓渐渐缺少了男孩的豁达、开朗。

（三）学校环境

学校的教师配备上，男、女比例相差较大，女教师占总教师

人数的 85%左右，小皓的班级中 8门学科 8个老师中只有语文老

师一位是男性，使得男生在学习中少了参照，少了男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同时性格乖巧的学生也比较讨老师的喜欢。

三、转变路径

（一）巧用自画像，强化男性性别意识

通过前期的沟通与交流，我和小皓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

我让他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画的内容是：我的自画像，目的是

强化他的性别意识。画好后我请他自述：“这是一个小男生，瘦

瘦弱弱的，总是感觉到身边处处有危险，时刻保持一种紧张的戒

备心理。”我引导他思考：“你是男生，那你心中理想的男生应

该是什么样的？”小皓说：“男生应该干净、强壮、阳光，热爱

体育运动，有责任、有担当，像我们班的小帅一样。”我追问：“你

想变得和他一样吗”？小皓说：“想啊。”我问：“如果想变得

和他一样，你需要怎么做？”小皓说：“我首先需要参加体育锻炼，

让自己拥有强壮的身体；其次我需要学一个体育项目，让自己玩

起来的时候也很酷，可是我什么也不会。”他再一次自卑地低下

了头。我鼓励他并给予他支持：“只要你想就没有不可能，你想

学什么，我请陈老师（男体育教师）教你踢球。”在这样的协议

中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的访谈。

（二）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培养男性气质

学校通过这一现象的共性问题，请班主任通过观察，提供类

似案例的名单上报给我（心理咨询师），开展 10 人左右的“我是

小英雄”团体性心理辅导活动。通过视频让学生观看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的民族英雄舍生取义、挽救国家于水生火热之中，他们有担

当、有抱负、有理想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我们的学生从小也要

树立这样的远大抱负和信念；其次同学们相互交流观后感，老师

再引导学生思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

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性别特点，写一写自己的优势和特长，通过

绘画的形式构建未来自己心中的美好蓝图，立志将来可以成为国

家的栋梁。老师适当地通过榜样示范的引领作用，通过崇拜、模仿，

激发男生的成长的内在驱动力，鼓励他们大胆地尝试，朝着目标

勇敢地去追梦。

（三）男教师示范引领，使之融入男生群体

一次体育课上，其他男同学都在踢足球，他们跑啊、喊啊，

时而进攻、时而退步防守、时而快速地带球突破射门，很刺激。

他先和女同学们来到了足球场边，看了一会儿，他再一次准备离开，

我看到了，鼓励他说跟他们一起踢啊，他说：“我不会，插不上

手。”于是我问他喜欢什么，他说自己不太喜欢运动，害怕男生

的撞击会受伤，我说：“那请陈老师教你守门吧。”就这样我把

他带到陈老师那儿，陈老师帅气潇洒地扑掉任何方向过来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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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了小皓，他很是崇拜，于是认真地跟随陈老师学习守门技术。

先进行徒手动作，娴熟后又开始有球的练习，就这样一次次的练习，

他终于能马马虎虎地接住对方来的球啦，我喊踢足球的男同学们

过来集合，强调了踢球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并问男生们愿不愿意

带小皓一起玩，在大家的赞同声中，小皓光荣了成为了一名守门员。

一个个滚向球门的球，都被他成功地拦截了或者踢掉了，同学们

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他也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并开始

慢慢地融入男生的小集体。

四、总结反思

（一）父亲言传身教，唤醒男孩的性别认知

社会对人类的性别角色有明确的认知要求，认为男生果敢、

坚毅、阳光、大度；女孩子则要温婉、善良、可人。在家庭教

育中家长就要有意识的培养男生气质，从小就给孩子明确的性

别定位：如穿衣服、发型等。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男

孩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角色和行为，从

而形成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行为，父亲在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有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孩子也需要在父亲那里学到如何

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在家庭中爸爸要抽空陪伴儿子，与孩子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交流对孩子进行思想的

引领，无声地对孩子进行性别角色教育；周末可以经常带领孩

子与同性别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孩子间的交往也会促进其身

心的健康的成长。

（二）老师因材施教，强化男孩的性别意识

小学阶段，男生就身体、心理等发展就女生而言较滞后，男

生在学习和生活会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人际

交往、适应新环境等，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则会影响学生的身

心健康。教师在进行班级管理时，根据男孩的身心特点和特长，

安排合适的职务给男生，鼓励男生发挥自己的智慧，为班级做贡献。

其次加强小学阶段教师的心理健康培训，引导教师接受男、女生

的个性差异，安排一些适合男生的项目，如动手组装类的综合实

践活动，激发男生的内在潜能和活跃的思维。老师应该尊重性别

差异，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老师关注男生的心理成长，发现不

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转介给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通过个体交流，

沙盘游戏、团辅疏导等形式，强化学生的性别角色教育，并长期

地对学生做好跟踪服务，记录孩子成长的历程，引发学生重新建

立自我认知，在沙盘的世界里探索、转变，教会学生遇到问题时

要进行自我暗示和自我激励。同时班主任老师和课任老师要将心

理健康工作有机的渗透在日常的教学中，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工

作。

（三）增加男教师，塑造男生的男性气质，重拾阳刚之美

学校根据教师情况，增加男教师的比重，发挥男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男教师带领学生运动，不仅可以使学生拥有健康的体

魄，还能在体育活动中磨炼意志，接受胜不骄败不馁、越挫越勇、

不服输的品质，使学生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成为一个阳光、帅

气、健全的七尺男儿。因此学校可以组织这些男生从静力性的体

育游戏开始，例如拔河、角力争斗等，让他们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再开始传授他们一些篮球或足球运动技能，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和自信心；再组织 3 打 3 或者 5 打 5 的小型比赛，让他们在操

场上奔跑，畅快地挥洒汗水，并在比赛中学会与同伴的合作、人

际交往和协调能力，调控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塑造果敢、坚毅、

顽强的男性气质，从而明确自己的性别定位，建立良好的自尊体系，

能够大胆、自信地与同伴和谐相处。

我们呼吁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让父亲角色归位，给孩子营

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学校要平衡男、女教师的比例，科学地

理解性别角色的差异，关注男生群体的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情况，

将心理健康教育与体育教学相结合，做一个综合性、复合型人才，

帮助学生建立身心合一的健康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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