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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探讨 
张娟  王其云  于立国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014030） 

摘要：特殊家庭中的孩子，受成长环境影响，容易形成不良的心理，对其学习及生活产生“副作用”。针对该部分孩子，教师还
需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爱，帮助其走出心理困境，解决相应的心理困惑，才能促使其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教
师还需提起高度重视，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虽然同处于特殊家庭之中，但是家庭环境略有不同，孩子的心理状态也会存
在一定的异同，教师还需针对性调整。本文就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展开讨论，具体分析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原则、
特殊家庭类型以及特殊家庭子女的心理状态特点、诱因等，为相应教育建议的给出做好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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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该以引导者的身份，

对孩子循循善诱，促使其逐步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在提升其学
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更加有效的教育活动。如针对特殊家
庭中子女，教师应该给予更多的耐心，虽不能切身体会该部分孩子
的痛楚，但是却可以 大限度了解其所处困境，以积极的心态引导
其逐步驱散心理阴霾，重拾学习、生活的信息，以更加阳光、乐观
的心态面对生活，促使其身心健康成长。具体过程还需进一步研究
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原则，并在遵循相关原则基础上，对其
家庭状况、特殊心理诱发因素进行了解， 终针对性帮助其找出解
决办法，真正引导其摆脱心理困境。 

一、 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原则 
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应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一）主体性 
主体性原则是指，特殊家庭子女与普通家庭子女一样，都是教

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展时，应该注重以孩子为
主体，尊重其与其他个体的差异性，并能够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方
式对其进行心理引导，促使其逐步形成自主意识，通过深切感受“自
助”“助人”过程，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自身心理健康发
展[1]。 

（二）针对性 
针对性原则是指，对特殊家庭子女进行针对性心理疏导及健康

教育，针对不同孩子采取不同措施，以保证教育效果。虽然特殊家
庭子女普遍具有消极心理，但其心理的具象化表现不同，心理状态
也略有不同。因此，教师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保证满足不同
孩子的不同心理教育需求，促进其心理向着更加阳光的方向发展。 

（三）整体性 
针对特殊家庭的孩子，教师需要“区别对待”，但同时也需要将

其与其他孩子看作一个整体，进行整体性教学，避免孩子从“区别
对待”中，感受到特殊性，不利于孩子的思想行为发展。除此之外，
还需对特殊家庭的孩子个体进行全面考察、整体了解，避免片面性
理解导致措施选用不当，影响教育效果[2]。 

（四）发展性 
发展性原则是指，针对特殊家庭孩子同样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

也就是明确孩子的心理状态在不断发生改变，且在正确引导下，能
够逐步形成健康心理。在这样的认知下，教师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时，需要动态关注孩子的心理活动、外化表现，并针对不同阶
段，采取相应方法对其进行心理引导，促使其逐步走出思想困境，
形成健康、乐观的心态。 

二、特殊家庭类型 
特殊家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是指因离异、分居或者丧偶等情况，子女紧跟其中一

方生活的家庭，主要表现为家庭成员不齐全。由于现代社会环境影
响，单亲家庭存在较为普遍，而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往往在心理
上具有一定的异化表现[3]。 

（二）经济困难家庭 

经济困难家庭，一般指家庭经济条件不足以维持开销的家庭类
型。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难以支付在校的学费、生活费等，该部分
家庭孩子可能会承担一定的家庭重担，对金钱的渴望程度更高，由
此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因素的诱惑，造成心理偏激问题，影响孩子的
一生。 

（三）留守家庭 
留守家庭是指孩子的父母因工作需求，不能与孩子一同生活在

同一个城市，造成长期两地“分居”问题，孩子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很难在第一时间寻求到家长的帮助，长此以往，对其心理也会造成
一定影响。 

（四）流动家庭 
流动家庭是指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辗转多地进行求学，这样的情

况一般都是由家庭经济条件或者家长的工作需求而定，一方面想将
子女带在身边，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地点的变动，不得不时常搬家，
形成“流动”现象[4]。 

三、特殊家庭子女心理状态及诱因 
特殊家庭子女，其心理状态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现，且诱发原因

一般可从家庭及生活环境角度出发进行追溯。 
（一）心理状态 
心理状态方面，一般表现都较为消极，甚至部分孩子会产生“心

口不一”现象，影响学习与生活。 
1、敏感 
敏感表现是特殊家庭子女较为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也就是对

周围人、事、物的感受力“超强”，甚至在心思敏感作用下，常对部
分言语、行为进行过度理解，影响人际交往的同时，也给孩子造成
严重的心理障碍，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形成[5]。 

2、自卑 
自卑表现同样也是特殊家庭子女常见的心理状态之一，尤其是

成长在单亲或者是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其自卑心理表现得更为明
显，如日常与人交谈过程中，不敢直视对方，或者在参加一些活动
时，常怕出错，畏难情绪更为明显，尤其是针对一些竞技类活动，
部分孩子甚至在自卑心理作用下，直接“放弃抵抗”。 

3、孤独 
部分特殊家庭的孩子，还会产生“孤独感”，尤其是一些单亲或

者留守家庭的孩子，往往认为周围人不理解其言语、行为，自己成
长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独自“享受孤独”。这样的心理对培养
孩子的合作意识与能力非常不利，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
且呈现持续发展态势，主要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能够借助合作，
改变生存环境[6]。 

4、逆反 
逆反心理是指特殊家庭孩子在面临“不一样”的声音时，往往

产生逆反心态，总不希望按照别人的“指示”学习、生活，由此便
产生一系列叛逆行为。甚至部分孩子会产生极端心理：报复心，通
过报复来宣泄不满。长此以往，将会严重影响孩子的个性成长，尤
其是在青春期等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心理可能会造成严重
后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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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诱因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了解能够发现，特殊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其心理发展受到家庭环境及外部环境的影响 多，下面就其具体情
况进行更为充分的叙述。 

1、家庭环境 
特殊家庭环境中，部分家长本身具有一定的心理缺陷，尤其是

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很多存有一定的偏见，认为教育、学习是
教师及孩子的问题，与自身及家庭环境的关系不大。因此在子女的
日常教育方面，没有投入过多关注，同时缺乏教育引导意识，未在
生活中为孩子树立积极、正面的榜样形象，影响子女的心理发展。 

2、外部环境 
特殊家庭孩子除家庭环境外，也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随

着孩子年龄增长，其接触的外部环境范围扩大，心理成长影响因素
也会随之增多，一些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造成消极影响。如社会上的“哥们儿义气”“酗酒”以及“打架斗殴”
“校园霸凌”等，都会或多或少对该部分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产生消
极心理影响[8]。 

四、特殊家庭子女心理健康教育策略研究 
鉴于对上述特殊家庭子女心理状态、不良心理诱因以及心理健

康教育原则等内容的了解，下面就该部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
从家庭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学校、教师及同学等）角度出发，
寻找解决办法，通过给出的几点可行性建议，确保能够切实发挥健
康教育作用，同时促进特殊家庭孩子心理健康发展。 

（一）从家庭角度出发 
家庭环境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关键因素，在具体对其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时，应该重视家庭的作用，采取相应的措施，转变家长的教
育理念，引导其借助社会、学校教育力量，进行子女的心理健康教
育，保证教育效果及教育质量。 

例如，在充分重视家庭教育的情况下，以社会性引导促使家长
逐步重视其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如政府部门通过定期组织社区教
育宣传活动等，引导、鼓励特殊家庭家长积极参与其中，并在具体
学习、了解过程中，逐步形成、深化教育意识，主动承担其子女心
理健康教育重担。 

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宣传教育工作中的案例讲解，对比自家
孩子的心理成长表现，以初步判断子女的心理健康状态，在结合从
学校教师处了解到的情况，对子女心理状态进行综合评估，采取科
学有效的办法，对其进行心理健康引导，促使其逐步走出心理困境。
如通过尝试与子女做朋友的方式，深入了解孩子的心理活动，并从
“朋友”的角度，对孩子进行积极的心理影响、暗示，使其逐步形
成健全人格。 

（二）从学校角度出发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学校的氛围引导也非常重要。“学校是一个

小型的社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环境 多的除家庭外，就是
学校。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对孩子心理成长产生的作用非常强，通过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人际关系氛围，能够有效促进特殊家庭
孩子心理健康成长[9]。 

例如，学校在明确“立德树人”教学根本任务的基础上，能够
从教学管理、教育活动以及校风校纪等多方面，为孩子创造一个自
然、舒适的学习环境，方便孩子利用校园环境治愈心理疾病、抚平
心灵创伤。如在教学管理方面，对教师开展各项教学活动进行积极
干预，坚持强调“以孩子为中心”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促使孩
子逐步形成“主人翁”心态，形成归属感，能够以积极心态享受校
园生活。 

不仅如此，在举办各类校园文化、体育活动时，还可以积极鼓
励特殊家庭孩子参与进来，并认真听取孩子的意见，增加其参与感，
从认识到自己的观点被重视开始，帮助其逐渐深化归属感，提升安
全感。 

（三）从教师角度出发 
教师是除家长及同学以外，孩子接触 多的人。借助教师力量

影响特殊家庭孩子的心理成长，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确保教

育效果提升。 
例如，教师在开展班级管理活动时，给予特殊家庭孩子更多的

关注与关心，切实了解该部分孩子的心理状态，并能够借助相应的
班级活动，帮助孩子积极转变学习、生活态度。如组织开展“做（我
是）有用的人”主题班会活动，活动中引导特殊家庭孩子参与到话
题讨论当中，如“怎样才算有用的人”“如何做有用的人”或者评价
自己“是不是有用的人”等，通过话题讨论及教师的有效引导，帮
助该部分孩子正视自己与其他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在教师正确
引导下，逐步树立起积极、自主意识，主动克服不良心理，逐步形
成健康心理。 

（四）从同学角度出发 
同学是围绕在孩子身边的另一类人群，其对孩子心理健康成长

的影响性同样重要。尤其是一些心思比较敏感的特殊家庭孩子，深
受周围同学的影响，因此在对孩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应该注重
营造良好的班风，借助同学的影响，帮助孩子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
当然，这一点还需借助学校及教师的力量进行。 

例如，班主任及客人教师，注重对班级孩子的言行进行引导，
并借助一些班级活动，促使班级凝聚力逐渐提升，在凝聚力作用下，
帮助孩子形成“主人翁”意识，并逐步将同学作为“家人”，真正形
成“班集体”，能够互相之间形成关心、爱护的心理，真正以“家人”
的心理对待同学之间的友谊，能够“急人之所急”，逐步形成良好的
班级风气，以此影响特殊家庭孩子的心理，促使其在其中逐步找到
家的感觉，增强安全感。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的积极引导，往往能够帮助孩子冲破心理障碍，

以更加健康、积极的心态对待生活，尤其是针对特殊家庭成长起来
的孩子，教师更应该理解其内心的苦楚，在给予更多关注、关爱的
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引导其发现学习及生活的乐趣，进而促进
其身心健康发展。特殊家庭中的孩子，其心理状态通常较为消极，
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左右，形成不良心理，影响学习及成长。针对
这种情况，教师、学校及家庭还需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孩
子进行思想、思维引导，使其逐步提升抵御能力，能够自觉抵制不
良诱惑及不良心理作用，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逐渐向着积极乐观
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健全且健康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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