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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儿童的情绪管理与对策研究
刘思汶　陈　晓　任　静　沈　彬

（宿迁学院，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社会成员要具有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但小学高年级儿童面临升学、交往和青春期的情绪风暴等诸多压力，关注其情绪健康

尤为重要。本课题通过提名筛选、情绪测量等方法，将小学五年级 82 名儿童作为被试，分析不同类型儿童的情绪特点和影响因素，为高

年级儿童提出相应的情绪管理策略，促进其社会良好心态的早日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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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意义

（一）研究背景

同伴关系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核心内容，良好的同伴关系也

是儿童心理健康的标志。

小学高年级不同类型的学生正在面临升学的压力以及即将到

来的青春期风暴，这些事都严重地影响着儿童良好心态的形成。

各种压力的形成与不良的情绪风暴的混乱，会对学生的身心产生

不良的影响。因此，培养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二）研究意义

1. 研究有利于提出相应的情绪管理策略，促进小学高年级不

同类型学生良好心态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虽然有感知情感与情绪的能力，但是却没

有控制情绪的能力。所以，需要学校、家庭与个体的共同努力，

并且有针对性地对三类儿童提出建议，从而促进儿童的情感情绪

发展，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研究有助于教师全面了解儿童，进而优化班级管理方法

教师可以深入地了解情绪问题儿童内在心理问题与外在行为

表现。对问题儿童提出指导性情绪管理意见，帮助问题儿童改善

情绪问题、调整行为问题，从而使得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更好

地管理班集体。

3. 研究有利于形成和谐健康的班集体

班集体是学生在校长期学习与生活的地方，良好的班级有利

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利于学生学业进步，有利于良好师生关系

建立。如果任由情绪问题儿童发展，不但会破坏同伴关系，而且

会破化良好的班集体。对情绪儿童提出良好的情绪管理策略，不

仅有利于个体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健康和谐的班集体。

二、研究现状梳理

（一）基本概念界定

1. 受欢迎型儿童

此类儿童是指在群体活动或组织中受到他人喜爱与接受的群

体，代表了多数儿童对个体儿童的看法，具有较强的单向性情绪

输出。

2. 被拒绝型儿童

此类儿童是指在相互交往或活动参与中处于情感孤立状态的

群体，他们的情感治理特征主要为情感表达失当，容易受到他人

情绪影响。

3. 受忽视型儿童

此类儿童是指在相互交往或同班相处中处于情感被忽视状态

的群体，他们的外在表现多为缺少自信等，对组织活动的参与主

动性不足。

（二）问题出现原因

1. 家庭因素

家长对孩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儿童情绪发展。

2. 儿童自身因素

学生本身行为和个性品质在同伴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 教师因素

教师对儿童的肯定或否定，都会成为其他学生对这个学生的

评价标准，从而会影响到该学生的在班级中表现出的角色。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心理情绪不仅靠学生自身，而且也需要教

师、家长的共同指导与努力，促进情绪儿童问题儿童的情绪与心

理发展。

通过对情绪问题儿童的关注与研究，更加深入地了解儿童的

情绪变化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到相关的解决措施促进儿

童良好情绪的发展，促进学生良好同伴关系的形成，为他们的学

习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基础。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选取宿迁市某小学五年级四班班级中

的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男生 45 人，女生 35 人，共计 80 人。

80 名学生的问卷全部收回，项目填写不全或填写自相矛盾的问卷

作为无效被剔除，收回有效问卷 80 份，有效率为 100%。 

（三）研究工具

1. 同伴提名法。为了保证本研究的数据客观公正，在实习开

始两周后施行提名法，以消除儿童的陌生感。本研究采用现场匿

名提名法，挨个提问每个学生并且避免其他学生在场的因素干扰。

具体实施此方法的时候采用表格记录他们班级中喜欢的人、不喜

欢的人以及原因，之后根据高年级学生的回答收集数据并且根据

三类儿童的表现形式整理分析。

2. 观察法。在同伴提名法得出数据之后，在自然环境下于班

级中重点观察这些学生的行为表现，时间期限为一周。

3. 个案研究法。在同伴匿名法分析数据过后，分别在受欢迎、

受忽视、被拒绝选取一个典型代表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跟踪分析。

4. 问卷法。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情绪管理问卷来了解儿童情绪

管理的能力，需要学生单独完成。情绪管理量表采用的是李晶的“小

学高年级班级管理中培养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问卷”。本问卷在



178 Vol. 3 No. 11 2021育人不倦

班级班主任的解读之下进行，保证学生填写问卷的准确、符合。

（四）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男女生情绪管理能力调查分析

1. 对于情绪调控的数据分析

情绪调控是指人们借助特定的方法实现对自身情绪的管控，

让自己的行为表现与情绪表情得以改变。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可

以让人们获得优质情绪体验。对数据分析得知，57.1% 女生此方

面能力较强，42.2% 男生此方面能力较强，这就表明女生在消极

情绪中的自我调控能力优于男生。

2. 对于情绪表达的数据分析

经过数据调查发现，22.2% 的男生情绪表达能力高，25.7% 的

女生情绪表达能力高，这就表明男生在情绪表达能力方面低于女

生。出现此数据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害怕自己强大的形象被

打破，容易被别人进行攻击。因此男生很容易忽视自己的情绪和

感受。而女生则喜欢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情绪的表达，以情绪

波动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3. 对自我判断、情绪理解和运用能力的数据分析

本研究调查发现，男生女生就自己是否是一个乐观的人方面，

大多数的男生和女生均认为自己符合乐观的人的标准，但男生认

为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的比重较女生来说稍高，其中男生占比

53.3%，女生占比 51.4%。相比较而言，女生情绪理解能力比男生

更强，她们往往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别人传递给自己的非言语信息，

这是由于女生在交往过程中心思比较细腻，更能够善解人意。在

情绪运用方面，女生的情绪运用能力较高于男生，其中有 54.3%

的女生能够很好运用情绪，40% 男生能够很好地运用情绪，女生

能知道自己情绪变化的原因，遇到问题时会考虑问题的全面性，

选择出最佳的解决方法。

（二）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情绪管理调查分析

调查发现，非独生子女的情绪调控能力远远高于独生子女，

这是因为非独生子女自理能力好，独立能力强，生活相对比独生

子女适应性强，他们在家庭中会比较在乎家人们的感受，因此他

们的情绪调控能力比较强，不会仅仅关注自己的感受，也会考虑

到自己的言行和举止对家人的影响。

（三）个案分析

通过不记名投票，在班级中选出了三名不同类别的学生。

1. 受欢迎儿童

L 是受欢迎儿童，她认为自己完全符合一个乐观的人的标准，

她的情绪调控能力比较强，当焦虑不安时，她会通过做一些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来平复不好的心情，遇到尴尬情境时，也能巧妙地

去化解，同时能够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以减少内心的失望。

在情绪表达、情绪理解和情绪运用中，她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

感受，同时做到理解他人的感受。

2. 受忽略儿童

Z 是受忽略儿童，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乐观的人，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她不能寻找到适合的方法来化解自己不良的情绪，

也不善于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确定同学与自己相处时是否

愉快，当问题出现时，也不能考虑到问题的全面性，从而做出最

正确的选择，更不会主动去寻找一些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在交

往过程中，他们不会积极主动，通常喜欢一个人独处。

3. 被拒绝儿童

W 是被拒绝儿童，据调查发现，他在班级里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在与同伴交往过程当中，比较活跃、主动，但是常常会表现出较

多的攻击性行为，被同伴排斥在群体之外，并且在情绪表达方面，

他们往往产生消极的情绪，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会考虑到同伴

的感受。

五、不同类型儿童情绪管理的建议

（一）受欢迎儿童

1. 对于教师来说，教师可以鼓励受欢迎儿童去关心班级中的

被拒绝儿童和被忽视儿童，引导受欢迎儿童影响情绪问题儿童，

从而使得他们能够被班集体接纳。

2. 对于家长来说，家长继续赞扬受欢迎儿童的积极乐观的情

绪，通过良好的家庭氛围保持受欢迎儿童正确的积极情绪。

3. 对于个人来说，学生对于自己受欢迎的状态不能自傲，应

继续去关注到班级中的被拒绝儿童与受忽视儿童，促进个人良好

情绪的发展，促进良好同伴关系的形成，建立和谐健康的班集体。

（二）被拒绝儿童

1. 对于教师来说，要主动和被拒儿童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师应当主动关怀并且接纳被拒绝儿童，寻找他们的长处并且给

予表扬，使儿童正视自己，获得自信。

2. 对于家长来说，家长应该形成正确的教养观念，给儿童树

立与同伴正确交流的良好榜样。当儿童与他人发生情绪或者肢体

冲突时，家长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

3. 对于个人来说，要正确认识自身与他人的性格差异，形成

正确的同伴交往观念，正视自身与他人交往的能力。

（三）被忽视儿童

1. 对于教师来说，教师对被忽视儿童的关心可以缓解被同伴

忽视的孤独感。所以教师应当对被忽视儿童给予关注，并进行适

当的鼓励和表扬，并且用行动帮助学生相信自己，从而增强被忽

视儿童的自信。

2. 对于家长来说，家长是影响儿童情绪发展的重要因素。家

长应该及时与儿童沟通交流，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注重对儿童

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以提高他们与同伴交往的能力，提高儿童

与同伴交流的自信心。

3. 对于学生来说，与同伴交往是在他们学习生涯中无可避免

的。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相信自己，敢于向同伴表达情

绪与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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