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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当前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陈  晖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雁中心小学）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功利主义也渗入

到了教育行业。因此，中小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

变化。了解目前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分析其原因并对症下药提出

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促进学生全面且健康的发展，从而塑造健全并且

健康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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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就提出了有关健康的概念，
概念表示健康不仅是指生理上的没有疾病或者残疾，同样也指精
神上的健康。针对目前抑郁症人群日益增多的社会现状，培养中
小学生的健康心理，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更加刻不容缓。 

一、常见的心理问题 
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学习、人际交往、青春

期心理三方面，接下来我就这些方面谈一点粗浅的见解。 
1.学习方面问题 
正如前文所说学习过于功利化，目前学生没有所谓的兴趣，

只专于自己能否在人生大考（高考）中取得成功。因此就会产生
学习压力大，厌学，考试焦虑等问题。 

我班上的一个孩子小明（化名），自上学来学习成绩向来是
名列前茅的，六年级时，其父母为了让他能考上长沙的四大名校，
给他加报各种铺导班，还经常带着他去参加各种考试，由于学习
和精神压力大，造成他上课萎靡不振，晚上失眠，同时伴随着记
忆力下降、思维能力减弱等症状发生，但越出现这样的情况压力
就越大，至此恶性循环，影响了他的心理健康，毫无疑问学习成
绩也直线下降。值得庆幸的是小明的问题被及时发现，我和孩子
的家长进行了沟通，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上的疏导和引导，升学
考试中取得了理想的成绩。考试焦虑，因为学校学习的功利化，
学生对于考试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视，因此学生对于重要考试就更
加看重，焦虑情况越发明显。 

在我任教的毕业班中还曾有这样一个孩子张莉（化名），临
近毕业了却因为厌学而逃学，甚至不愿进学校。她因为学习压力
过大，平时学习成绩较差， 近不堪重负产生厌学的叛逆心理。
我及时跟她谈心，对她进行心理上的疏导，鼓励她坚持在学校完
成了小学阶段的学业，后来被就近入学的初中录取。事实上并非
每个学习成绩差的学生都会有厌学的想法，相反学生成绩优异的
学生也可能因为成绩优秀产生自负的心理也会有厌学的想法产
生。 

2.人际交往 
人是社会型动物，在生产生活以及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和

人的沟通交流，但人际交往问题却是中学生反应比较多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亲子关系上。 

师生关系，由于课业繁重教师没有办法照顾好每个学生的心
理，如果教师在学生寻求帮助的时候不予以援手，那么学生就会
对教师失望；而教师有时候的不理解和不信任也容易让学生产生
对抗心理；教师对学生长期的认知偏差，容易让学生产生压抑的
心理，甚至会有逆反不服管教。 

同学关系，同学是学生在学生时代相处时间 长的人群，在
学生生活中若是遭到同学的排挤或者是发生一些问题就非常容
易产生心理问题如自卑，自傲等。 

亲子关系，民主和睦的家庭会给学生一个温暖的归属感，专
制的家庭容易造成儿童孤僻专横的性格。因此家长的抚养和教育
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性格和心理健康，如何与父母相处也成为
学生的困难之一。 

3.青春期心理问题 
青春期心理问题在小学阶段也许并不明显，但进入中学后，

这方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厌学、叛逆、早恋等都会是令父母

和老师头痛的问题。 
二、解决对策 
找到了当前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就应该对症下药准备

好解决方案，从而在根源上制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1.健全组织 
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一大杀手，学校必须重

视学生心理的辅导和建设，让师生皆能学会心理自我调节，保持
良好的心态。因此建立一个正确疏导学生或者教师的心理的部门
就变得十分重要。学校领导可以出面制定相关心理健康教育的实
施方案并组织部门成员实施，开设心理教育的相关课程做好教师
上岗的系统培训。健全心理咨询信箱和心理咨询室的相关工具以
及制度，为学生和教师开展咨询以及治疗等服务。 

2.全员参与 
全体师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因此必须保证全员参与，

不论是执教人员还是德育工作者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在教
育过程中渗透正确的心理健康思想。教师作为学生人生道路上的
引导者必须用自己的心理健康来塑造学生的心理。因此学校也应
该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要知道教师队伍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基
础，只有搞好教师队伍才能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但是仅仅紧抓
教师还是不够的，应该积极组织学生心理健康活动，让学生在游
戏或者活动中了解正确的心理知识，健全自己的品格。 

3.营造氛围 
良好的情绪和正确的情感养成需要良好的氛围，对于学校来

说，班级管理、德育教育活动、课堂教学、师生关系以及生生关
系都是学校应该重视的。学校领导不能照顾好全体师生，但是却
可以利用教师一带一或者一带多来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心理。
因此在班级管理、德育活动甚至课堂教学中都需要教师尊重学生
的地位构建和谐平等的课堂或者学习环境，对于出现问题的学生
也应该给予关心爱护，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控制，学会换位思考、
遇到困难迎难而上、即使遇见挫折也可以笑看风云的乐观心理。 

另外要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咨询信箱的公共设施，给学生
一个舒缓压力的环境。学生的心理健康仅靠校方的努力是远远不
够的，校方的人还需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 

4.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很多中小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了偏移，

这样的现象上述的系列举动都将于事无补，因此学校应该开设心
理健康相关课程，让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了解自己是否有这
样的现象，从而对号入座寻求帮助。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不仅能够
更好的将心理咨询室的学生引流到课堂内，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耐
挫能力、自我教育能力、面对压力的自我疏导能力。同时也缓解
了班主任以及任课教师的压力，让学生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同时
关注班级其他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能够高效的建设心理健康教
育，还能很大程度的缓解心理问题的出现。 

总结： 
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应该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采用积极有效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提高学生的品质，
塑造健全的人格，建立正确的三观。以适应现在社会对于社会主
义接班的人发展需求。校方也应积极配合心理健康教育人员的举
措，联合家长为学生营造健康的学习环境，早就健康健全的中小
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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