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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马伊莎 

（九江市浔阳区湖滨小学  江西九江） 

 
摘要：当今社会，加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
工作。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培养出心理素质良好的新时代人才是学校所
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而且现在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不高，个别小学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还比较严重。再加上随着我国小学阶段独生子女群体的日
益扩大，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成为一个需要普遍重视的问题。本论文就针
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展开研究，首先介绍了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
究的重要意义，然后提出当今导致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 后一
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分析得出解决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措施
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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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健康 
1.1 心理健康 
所谓心理健康并不是消极地维持正常状态，治疗、矫正和预

防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一门学科，而是有意识控制自己，正确
了解自己，立足于现在，朝向未来，渴望在生活中的挑战和新的
奋斗目标，从而推动自我成长的 佳心理状态。我们由此还可以
更为通俗的给心理健康作出诠释，那就是，第一，没有心理疾病，
这是心理健康的起 条件。好比身体没有疾病是身体健康的基本
条件一样。第二，在成长的过程中，对周围环境有良好的心理适
应性，这是心理健康的中质。也就是说，人们能以正常的认知，
乐观的情绪，健全的人格、积极的行为去适应社会环境，在心理
上得到正常的发展。 

1.2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的是：教师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

会学理论，根据小学教育的特点和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通过
课堂教育教学、游戏、活动、辅导等各种教育途径，帮助小学生
获取心理健康的初步认知，树立小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培养小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意志力，教会小学生把握和表达
自己的情绪情感、体察与理解别人的情绪情感，唤起小学生自我
认识、自我觉察的初步意识，训练小学生适应社会生存压力的能
力及开发小学生心理潜能和创造力，并对已经出现的心理缺陷或
形成的心理阻碍的学生提供一些有效的心理服务，如心理咨询、
心理辅导，以促进小学生身心正常发展，提高全体小学生心理健
康水平的教育活动。 

二、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2.1 当前社会变动时期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发展，随着社会变革而产生的一些

变化或暂时不可避免地滋生的一些不良的因素，对青少年心理状
态产生消极的影响作用。因此，加强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以
健康的心理去认识社会，自我调控，尤为重要。 

2.2 小学生正常健康全面发展的保证 
一般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是正常和健康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

视学生遇到的心理困惑。如果困惑不及时给予消除，任其长期积
累，超过其年龄心理具有的承受力，则容易产生自暴、自弃、自
卑乃至妒忌、憎恨等心理缺陷问题，形成孤僻、懦弱或急噪、粗
暴等人格阻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与辅导，预防与消除小学生心理问题的滋生，促进小学生良好心
理品质的发展，提高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2.3 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需要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正是学生的“过渡时

期”，国外称之为“危险年龄”。首先，这个时期性的开始成熟，
相当部分的学生开始出现性意识和性冲动。其次由于身体的全面
发展和性的需要的开始形成，使学生产生了成人感，开始出现了
独立性的需要。这就是学生的新需要与其心理成熟水平的矛盾，
这时学生尤其需要心理健康的教育、疏导。 

三、导致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 
3.1 来自家庭教育的因素 
现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普

及，独生子女家庭已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也使一些家庭对孩子的
教育产生了某些错误倾向。 

人的成长 初受益于家庭，它也为自我认识的能力的培养打

下重要的基础。现在有不少单亲家庭，有离异的，也有父母出外
打工的等等，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爱自己的子女，只是把子
女的教育责任推给学校，当然有父母对孩子过度溺爱和期望值过
高，使家庭教育普遍存在忽视品德发展、人格教育、实践能力和
社会责任感等社会性教育的倾向。家长只重视孩子的考试、升学，
却不注重孩子的品德发展、交往能力、个性培养以及社会行为规
范的培养等。家长的高期望值与孩子自身需求不一致时，总把自
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一厢情愿时，便会使青少年感到压抑和不
满，给孩子造成疑虑、忧郁等心理疾患，导致孩子高分低能或心
理不健全。这些孩子的自我认识能力就低于其它小孩。 

3.2 来自学校教育的因素 
一些学校和教师迫于压力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升学

率、打造名牌效应，成绩成为评价学生能力高低的惟一标准，学
生情感上的苦恼不能及时向老师和家长诉说，就会造成心理压
力，形成心理障碍；现在还存在着少数教师，对待学习差的学生
时总是漠不关心，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要大加批评，严重地挫伤
了此类小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在潜意识中产生一种自卑的心
理，失去前进的动力，心理问题自然就产生了；而更有甚者就是
某些小学教师自身素质比较差，缺少起 的师德，对学生动不动
就打骂、说脏话，给学生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这样的学生很容
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3.3 来自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 
小学生正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时期，心理正处于发展的时期，

对社会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社会风气对青少年却产生着十分
深远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社会
上一些向“钱”看、“拜金主义”的不良风气影响下，一些中小
学生从小就搞攀比，盲目高消费；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中，
充斥着暴力、色情、封建迷信，这些低级文化正侵蚀着青少年思
想和心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四、解决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方法 
4.1 增强学校和家庭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首先学校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就要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真正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体
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务必注意教学的对象的可接受性。通过
具体事例，使学生懂得认知自我、发展自我的道理，培养自信、
自省、自我认识、自我调适的能力。例如在教学课上让学生充分
发挥其自身的想象力，鼓励他们发明创造，做出新奇的作品，切
忌嘲讽。 

4.2 开展心理测验、咨询辅导，提高小学生心理健康程度 
学校要积极为心理健康教育创造必要的条件，要逐步建立和

完善心理咨询室（或心理辅导室），开设一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
心理训练课、心理指导课、心理班队活动课等，另外还可以在少
先队工作中、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的辅导，同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科学管理。 

4.3 开设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小学生的辨别能力 
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影响到一些学生心理的不平衡，小

学生小小年纪居然烦恼多多。如果他们的烦恼得不到宣泄，长期
下去，就会导致忧郁、自闭等各种心理疾病。因此，可以面向学
生开设“悄悄话信箱”，鼓励学生把心头的烦恼、困惑说出来，
由老师给予适宜的开导。还可用“小学生心理信息卡”开展每月
一次的心理信息采集、做好心理调查月报，以把握学生的心理动
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欢笑重新回到他们的脸上。也可开
展“小小咨询员”活动，培训学生辅导技巧让学生在一起互动，
让他们有机会向同伴倾诉自己的苦恼或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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