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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于学生的培养也

越来越科学化，从过去的重知识传授到现在的更为强调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21 世纪需要的人才是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才，一个人想要全面发展，其心理素质也

必定要足够良好。近年来，教育部对于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越来越重视，全国范围内也因此展开了广泛的对于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更多的

研究者关注的是初中生、高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有

部分研究者关注到了大学生，却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小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诚然，相比于小学生，初中生、

高中生处于青春期，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第二个关键

期，同时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心态和情绪

相对来说更加不稳定，产生心理问题的概率确实更大。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小学生一方面较之以前

的我们心理成熟的更早，另一方面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

也越来越沉重。于是，小学生群体中出现心理问题的案

例越来越多，因此对他们有针对性的开展优质的心理健

康教育已然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当前小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分析

1、父母陪伴缺席致使表现欲过强或缺乏信任感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的人有着比以前

更加充裕的物质条件。很多家长是从那个年代的“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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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熬过来的，认为给予孩子物质上的充分满足便是

最好的爱，对于孩子在现代社会更需要的陪伴却没有引

起重视。比如说现在很多家庭的父母为了给自己的孩子

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便将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或者其

他长辈看管，自己则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爷爷奶奶的抚

养能够在生活上给孩子极大的照顾，能够培养孩子拥有

一个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一些有文化的爷爷奶奶也能

给孩子辅导课业，让他们取得不错的学业成绩。但是对

于孩子而言，父母的陪伴是没有人能够取而代之的。缺

少父母陪伴的孩子和父母在情感、心理上的交流自然也

会随之严重缺乏。毫不夸张的说，这些孩子在很大程度

上缺失了“父母”和“母爱”。因此这些孩子会出现两

种经典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是表现欲过强，体现为他们

在课堂上喜欢找同桌说话，遇到一些情况时喜欢起哄等

等。他们希望以此能够引起老师的注意。二是有些孩子

会极度缺乏安全感，表现为他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不愿意信任别人，害怕别人伤害他们。他们说话做事也

会十分的小心翼翼，生怕出现错误引来他人鄙夷的目

光，很多时候，他们做事也很缺乏自信心，没有自己的

主见。

2、父母关爱缺乏致使内心封闭

现在很多的小学生有兄弟姐妹，因此他们不能充分

的享受到父母全部的爱，父母的爱被“均分”。很多父

母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很难耐心地去关注孩子犯错背

后的原因，孩子出现错误时，直接责备、批评一番是常

态；一些脾气不好的父母，甚至会体罚自己的孩子。这

些孩子因此不仅很难感受到父母的爱，反而会产生很大

的心理负担。对于孩子的学业成绩，有些父母也只看分

数，不看孩子学习是否已经努力。当考试分数没有达

到自己的期望值时，直接不问缘由的训斥、谩骂。在这

种得不到充分关注且充满了责备、呵斥的环境下长期生

活，一些小学生会感到十分的孤独无助，从而将自己封

闭起来。他们宁愿自己一个人玩手机、上网，也不愿意

出去交朋友。久而久之，甚至会出现小学生得抑郁症的

严重情况。

3、网络成瘾致使失去价值感

现在的小学生接触网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并且非

常的方便快捷，加之一些家长没有管理孩子适度上网的

意识，现在很多的小学生毫无节制的遨游在网络世界。

过度上网会对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

睡眠状况不良、头晕头痛、记忆力衰退等等。除此之外，

由于小学生的心智发育还不成熟，自制力较差，过度上

网会使得他们对网络产生强烈的依赖感，沉醉于网络世

界带来的愉悦、轻松之感无法自拔。读书学习的过程需

要学生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耐心练习，这和上网娱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让小学生感到读书学习无比的枯

燥无聊。因而他们对于读书学习不仅不会产生兴趣，反

而会产生厌恶情绪，甚至抵触心理，随之他们的学业成

绩自然也很难得到保障。糟糕的学业成绩又会致使他们

不得不面对老师、同学、家长的压力，同时内心也会质

疑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一些同学选择“破罐子破摔”，

干脆放弃学习，肆无忌惮的上网娱乐，希望从网络世界

中找到安慰，找到自己的价值，由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

循环，学生的心理问题也随之越积越严重。

二、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背后的成因分析

1、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很多小学目前对于心理健康课程的开发以及建设没

有足够重视，也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因

此，学生很难得到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家长也

很难得到心理健康老师的指导，从而只能盲目的关注自

己孩子的心理问题。当今时代是一个快速发展、日新月

异的时代，人们虽然享受到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大满足，

但也产生了很多的心理问题，小学生亦是如此。更为难

办的是目前很多的家长尚没有具备心理问题会严重影响

孩子未来生活的意识观念，更不用提是否知道面对心理

问题时如何寻求解决方法。因此，当小学生出现心理问

题时，学生及其家长如同“待宰的羔羊”，处于非常被动

的地位。还有一些十分隐性的小学生心理问题，学生及

其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将其忽略掉，但是隐性的心

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积越严重，到了爆发时会给

学生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学生家长没有得到学校教育

或者心理健康老师在这些方面有针对性的良好引导，自

然不可能有意识地主动去关注、重视。

另外一方面，虽然绝大多数一线教师在其求学时学

过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但是入职后那些习得的心理学知

识因为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机会运用，慢慢地也有所遗忘。

同时，现在关于在职教师的培训更多的也是集中在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上，忽视了对一线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的培训。因此很多一线教师即使想在自己的课堂

上向学生渗透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也会缺乏相应心理

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教学技能，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学生规模十分庞大，班级授

课制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目前很多小学的一个班集体

有四五十个学生甚至更多，这给班主任老师对学生开展



134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9)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心理健康教育带来诸多困难。班主任老师自然想关心到

每位学生的心理健康，但毕竟精力有限，很难做到有针

对性地对每位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同时也在所

难免地会忽略掉一些难以察觉的学生的隐性心理问题。

2、尚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大环境

首先，当下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鱼龙混杂的信息，

现在的小学生也相比之前的我们有更多的渠道可以获

取到这些信息。于是，一些不良信息会难以避免地进入

到他们的头脑中。五六年级的学生，刚好处于“危险年

龄”，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生理迅速发展，生理的迅速发

展会极大地打破各种心理因素的平衡，使得他们很难控

制好自己的情绪，易怒易躁易冲动，因此社会上那些错

误的观念、腐败的思想也会比较容易地污染到他们，进

而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次，当下社会也没有形成积极关注小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舆论。没有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家庭、学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自然也不会太重视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自然的，在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它们也不

会予以充分关注，从而各个学校对小学生开展的心理健

康教育难以做到科学化、规范化。

最后，目前整个社会大环境没有形成良好的小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氛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在学校、家庭、社会没有得到

很好的普及。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很多的家长习惯

从自身生活经历与经验角度去引导、处理。另外一方面，

不少的老师、家长认为初中生、高中生也许会有心理问

题，小学生不可能有心理问题。他们认为小学生过着无

忧无虑的生活，永远想着怎样才能玩儿得更快乐。因此

当小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他们会认为那属于小孩子们

暂时的烦恼、矫情，不仅不会耐心倾听，悉心引导，甚

至会责备、批评他们。

三、落实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策略

1、对小学生有针对性的开设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

不同年龄段的小学生生理以及心理发展状况不同，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应该尽可能地针对不同

年级的小学生开设相适配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小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应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这既不

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也很难对他们有实质性的

帮助。老师在进行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时可以向

学生们传授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基本常识，让他们对心

理健康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除此之外，还可以向他们传

授一些缓解学业压力、处理人际关系、调节不良情绪的

方法和技巧，以便他们在面临一些烦恼和问题时能够更

为科学的应对。当然，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老师在课

堂上还应该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审视自己心理健康状况

并积极面对心理问题的意识观念，这能对他们今后乃至

一生都大有裨益。

2、为学生家长定期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指导讲座

除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家长的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也要认真对待。比如说，学校可以定期举办

一些心理健康教育指导讲座，通过讲座逐渐的让家长们

树立起关注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意识观念。同时也可以

向他们传授一些心理健康常识和经典的小学生心理问题

处理方法，并告知他们如果孩子出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

题时应积极与学校心理健康老师或者心理咨询师取得联

系，寻找合适、科学的解决办法。

3、发挥好班集体活动对学生的平行教育作用

小学生在进行班集体活动时往往感到愉悦、快乐，

因此班主任老师可以利用班会时间、晨会时间等开展一

些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班集体活动。班集体活动的

形式可以是主题班会、有奖竞猜、校外拓展实践活动等

等，多样的活动形式能够极大地调动小学生参与活动的

积极性和热情。例如，班主任老师可以利用小学生喜欢

看视频的特性，在全班播放一些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纪

录片，让学生们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习得一些心理健康

的常识和解决心理问题的技巧和方法。老师也可以向学

生们呈现一些经典的心理健康问题案例或者故事，让他

们意识到很多心理健康问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解决掉那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向

阳而生”。

再例如，班主任老师还可以利用班会时间组织一场

关于“早恋怎样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的讨论活动。首

先将班上的学生们分为几个小组进行讨论，然后让小组

派代表总结发言讨论结果，最后看哪个组的讨论结果更

为完善、全面，并对讨论结果最佳的小组给予奖励。做

了这些之后，班主任老师还可以引导学生们一起正确

的看待“早恋问题”，找到“欣赏”和“爱慕”的区

别，并一起想办法怎样帮助那些早恋的学生意识到问

题所在。

4、家长积极承担起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应职责

想要获得一个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仅靠学校

的单方面努力是完全不够的，家庭也必须承担起其教育

职责，只有通过家校协同养育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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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心理健康教育达到最佳的状态。

首先，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家长应当树立起重视

养育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意识观念。很多家长都有“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观念，这样的观念本身无可厚

非并且很是正常，但是家长如果只是关注到了孩子的学

业成绩，忽视了他们的心理问题，便会得不偿失。说到

底，家长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未来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心理健康是达到这个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某种意义

上，心理健康是这一切的基石。因此，在小学阶段家长

必须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培养他们拥有一个良好的心

理素质，从而让他们积极乐观的长大。

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努力为小学生形成良好心

理素质、拥有积极乐观的性格特征构建一个和谐温馨的

家庭氛围。小学生的观察力很强，并且精力充沛，他们

很多时候都仔细关注着家庭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因此，

家庭内部的思想观念、言谈交流、亲子关系都会对他们

产生很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孩子是大人的“照妖

镜”，孩子出现的某个问题可能正是其家长也经常出现的

问题。所以当孩子犯错时，家长一定不要不问缘由的先

责备、批评一番，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有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问题，是否是自己的误导才造成孩子犯这样的错

误。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该为孩子树立良好的

榜样，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多鼓励鼓励孩子，培养

孩子的自信心，多倾听倾听孩子的声音，理解他们的想

法，逐步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成为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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