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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高中寄宿生心理问题分析及对策 
张晓霞 

（山东省泰安第四中学  山东  泰安  271033） 

摘要：寄宿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会不断变化，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结合陶行知的教育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使学生能够较好地、合理地处理自身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使得高中寄宿生能够健康、快乐地学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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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所面临的学习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再加上高中寄宿生会

受到寄宿生活和家庭因素和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容易出现很多
心理健康问题，这就需要社会和学校以及家长的共同努力，通过及
时观察与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提供正确科学的引导，才能帮助学
生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 

一、农村高中寄宿生心理问题现状 
1.生活习惯差 
寄宿生大多时间都在学校，由于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的休息

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普遍存在着生
活能力差、生活习惯差等缺点。主要表现为：午休晚寝太随意，迟
睡晚起不守时；乱丢果皮和纸屑，浪费水电意识差；互相攀比乱花
钱，购买饭菜不排队；走路说话不知轻，乱涂乱画垃圾多。这些不
良的生活习惯往往会造成各种心理疾患，也会表现在学习和工作当
中。 

2.意志力差，心理脆弱 
心理学认为意志是为了实现学习目的而努力克服困难的心理

活动，是与不断克服学习困难相联系的。寄宿生原来在校靠教师管
束，在家依赖父母，现在只能依靠自己，生活节奏快、学业竞争激
烈、缺失家庭亲情，这都给他们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疾患，抗御挫
折的能力比较低。主要表现为：过分依赖、倔强固执、气馁、缺少
毅力等。他们遇到困难，不是知难而上，而是见难就退，缺乏坚强
的意志，心理脆弱、压抑，耐挫能力差，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
康。 

3 在适应学校环境的过程中缺乏积极指导，出现负面心理反应 
当学生步入高中学习环境，学生的人际交往范围与交往模式都

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学生没有在短期内适应学校学习生活，很容
易产生环境适应方面的障碍。比如说有的学生对新教师的教学方法
很不习惯，对寄宿学校的校规不适应、对学校的饮食不习惯；还有
的学生从心理层次上认为其他学生总是比自己强，从而失去信心等
等。面对环境的变化与新的学习竞争，如果缺乏教师的积极指导，
很容易产生失落感等其他负面情绪反应。 

二、农村高中寄宿生心理问题应对策略 
1 尊重和了解学生是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前提 
在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下，有许多农村寄宿生并不能自由地向

教师表达内心想法。针对这一现象，就要求每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要做好与学生的沟通工作，教师可以选择在课堂上抓住适当机会，
留给学生一个充分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机会，教师在倾听的过程中
能够了解每位学生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现状。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中
与学生交谈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可以让学生选择以书面形式来与教
师交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与具体情况，为学生提供针
对性的帮助。 

2 加强宣传监督，养成良好习惯 
充分利用高一年级军训、主题班会等活动积极宣传实践，让学

生养成良好的习惯。例如，在宿舍里如何保持卫生清洁、如何整理
床铺、学会按时就寝、懂得尊重别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养
成良好的习惯。针对住宿生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更需要强有力的监
督机制。学校制定了《公寓楼值班管理制度》等制度，一方面增强
了教师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 

3 加强班级建设，营造宽松愉悦的班级环境 

教师要认识到班级环境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在良好班级环
境的构建中，班主任作为重要人物，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与教学实践
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班主任要拥有积极愉快的教
学心态，这样才能积极愉快的与同学们相处，让学生感受到班主任
的人格魅力，受班主任积极心态的感染能够与班主任积极沟通，便
于解决学生们的心理问题。除此之外，班主任还要真正做到关心每
一位学生，做好与每位同学的真诚交流，用真心来换取真心，才能
切实际的帮助学生们解决心理问题。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课堂
或课余时间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留给学生互相沟通和表述自己的
平台与机会，留给学生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 

4 加强心理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知识，使学生了

解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掌握心理保健常识。学校要重视校园环境
对师生所产生的心理效应，通过加强校园美化、绿化、净化建设，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体活动，让学生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开阔视野，使学生的校园生活更加充实。这些活动不仅会
丰富寄宿生的生活，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特长，扩展知识面，提高实
践和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轻松解决了学生心理上对家人和亲人的
依赖，让他们在学校轻松快乐地学习生活，使他们爱上学校，爱上
学习。 

5 班主任要积极为学生展开心理健康教育 
班主任在展开心理辅导工作时，要注重帮助学生养成健康性格

与情绪，突破学习的困境，解决青春期的烦恼，帮助学生展现出精
彩的生命与丰富的生活。对此，班主任可以利用班会对班集体和学
生个体进行辅导，并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与
困难，提升学生的情绪与问题的应对技巧，帮助学生学会在应对问
题时能够及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避免出现自责和幻想的消极情
绪，来提升学生的应对能力与耐挫能力，让学生能够保持愉快平和
的心境。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学生会、心理社团和共青团等形式
来展开心理教育。 

6 家校携手，合力育人 
学校要充分发挥好纽带作用，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通过有

目的家访、开家长会、办家长学校等形式，向家长传播先进的教育
理念，普及心理健康常识，指导家长建立和谐家庭，引导家长关注
子女的心理需求和身心发展规律。设立家长听课日，重大活动邀请
家长参与，建立家校联系卡等等，与家长及时联系，互通信息，合
力育人。 

结论 
高中寄宿生的心理问题经常出现，只要我们用心理学知识和技

能把自己武装起来，心理疾病就会像一个纸老虎一样不堪一击。我
们要做的就是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技巧教给他们，不搞假大空的
论调，做到让孩子们都能增长一生本领，快快乐乐地走过高中这段
美好的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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