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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教育，静待花开 
——关注中学生因学习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丁银梨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磷溪镇侨光中学  521031） 

  
摘要：因学习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是当今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部分，关注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一个学生的自杀引发对中学

生因学习方面而产生的心理问题的成因的研究，通过典型的成功案例，

从父母、学生自己、老师、教育部门四个方面提出解决的办法，倡导关

注初中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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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某中学一位高三学生跳楼了，就在昨天！自杀的原因是
学习压力太大，心理承受不了。他自杀前留给了父母一封遗书，
遗书上道：“我总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就算我拼命参加各式各样
的补习班也无济于事。现在我害怕考试，害怕让你们失望，我已
经无能为力了，对生活，对未来……我走了，来世再来报答你
们……”这是我们这个小城市今年发生的第三起因学习压力太大
而自杀的事件。我的心不禁一颤，花季为何变花祭？ 

我们的教育在杀人！我们的期望在杀人！ 
君不见，每年的高考放榜后，就是学生自杀的高峰期。每年

总有那么几个心理脆弱的学生，从高楼上跳下了，结束了花季般
的年华……近日，著名心理学家王极盛先生向外界宣布他对全国
中学生的多年调查结果，称有 32%的中学生有心理问题。全国有
7 千多万中学生，以此计算大约就有 2 千多万中学生有心理问题
了。另外，据我国医学界和残联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每天自杀的
人数为 400 人，自杀未遂者是它的 10 倍，有自杀动机的人就更
多，而在这些资料数据中，中学生所占比例为 50%以上。 

现在的孩子怎么了？ 
想想我们以前……没有电子产品，我们就和小伙伴在院子里

玩游戏，我们学会了协调与沟通；没有了零花钱，我们就自己利
用课余的时间做手工去赚钱，我们学会了分担和责任；父母忙于
农活，我们要承担家务，甚至还到田里帮忙干活，我们学会了感
恩。周末，我们可以上树掏鸟蛋，下河捕鱼虾，“一车带三人”，
飞奔在公路上。我们的快乐很简单，我们的童年很单纯，我们都
健康快乐地成长起来，自杀这种事情，不存在的！ 

现在的孩子虽然有丰富的食品和华丽的衣服，有高档的电子
产品，衣食无忧，生活小康，对物质几乎没有欲望，他们没有玩
伴，不用为生活愁苦。君不见，大部分孩子在家的状态就是，要
不就是做作业到深夜，要不就是手里拿着手机，眼睛望着屏幕。
他们的生活就是作业、手机或电脑、吃饭、睡觉。在这种条件下，
他们没有学会分担，没有学会沟通，没有学会感恩，没有学会承
受，遇事不能沉着应付，如此一来，精神疾患的人群一代更比一
代多。而因学习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是初中生心理问题的主要部
分，不容小觑。 

究其因：首先，现在的家庭大多数只有一个子女，许多家长
盼做“龙爸凤妈”，信奉“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点，对
孩子期望值过大。家长们不惜血本给孩子请家教、送孩子进入各
类兴趣班，竞技班，提高班……使学生整天处于一种智力超负荷
的高度紧张状态中，致使学生脑神经衰弱、失眠、记忆力减退、
思维迟缓呆滞，出现异常行为。其次，受应试教育残留的影响，
以学生分数论功行赏的行为依然存在，“考几分”依然是“进重
点”的一条评判线。小学有择优升初中的小考，初中有择优升高
中的中考，高中更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对分数的错误看
法，造成学生心理上的痛苦，致使学生厌学，出现考试焦虑症。
再次，现在的初中生课业繁重，减负喊了好多年，学生的压力并

没有减少。考试的科目年渐增加，教纲既要求考试的广度，又不
降低考试的难度。学生不止要考以前规定语文、数学、英语、政
治、物理和化学这几个科目，而且要考历史、地理、生物、体育。
表面上史地生三个科目占的分数比例较少，但是他们考试的卷面
内容是一百分，而且从以前的只有选择题增加了简答题和问答
题，难度增大了许多，然后再折扣为相应的分数比值 40:30：30。
教材知识容量大，一些学生消化不了，整天像一根根被绷紧的弦，
往往顾此失彼，应接不暇，难以放松。 

从一开始，我们冠以“一切为了孩子”之名，让孩子疲于奔
命，学校和家长眼里只有成绩，没有人问他们学得累不累？  

A 是班长，工作相当出色，多次被评为县“优秀学生干部”，
可是这个学期他突然性情大变，上课精神不集中，有时候和同学
开小差、开小会，有时候甚至睡觉，作业也不按时完成，总日浑
浑噩噩，本来只有英语成绩不太理想，现在各个科目全亮“红灯”。
还有，他的体形日渐消瘦，眼眶还发黑。身为班主任的我，看着
揪心。我多次找他谈心，情况并没有好转。究其原因，他的父母
希望他能考上本市的重点高中，一直给他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他没有了个人的支配的时间，整天感觉很累。还有，每次考试结
果一出来，他都要面对类似这样的一连串恼人的话语：这次××
科有考试吗？考了多少分？名列第几？如果考得好，他爸妈就开
心；如果考不好，他妈就会说，怎么花了那么多钱你都不好好珍
惜？你的补习费可是爸妈的血汗钱，你可不能无动于衷，你是家
里的老大啊！爸妈把希望寄在你身上了，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们失
望啊！他向我倾诉，他最近压力太大，头脑里老是映着妈妈唠叨
的双唇，每次考试他就会焦虑不安，头疼发热，晚上经常失眠，
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导致成绩不理想。 

简单的谈心已经不能改变 A 的情况，而且，不马上行动起
来，这个孩子就废了，他已经有了明显的抑郁倾向。 

那是一次特殊的家访行动。 
天公作美？天公不作美？说来不巧，我刚进他的家门，便雷

声大作，暴雨倾盆，我家里自家的小孩还小，吓得连打了好几通
电话给我。那天晚上我跟他及其家人谈了很多，把他存在的问题
跟家长沟通，并取得家长的配合。那天 A 的父母也意识到了自
己行为的不妥，觉醒了。这孩子看到我为了他风雨无阻，甚至连
自己的孩子也丢下了，眼里噙着泪花，向我做出了要重新振作起
来的承诺。 

为了他能树立生活的信心，作为他的英语老师，我更是用心
良苦。在每次考试的试卷上，我都给他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语，有
时还用自己笨拙的绘画功夫在试卷上配图鼓励他。我利用课余的
时间去他家家访，并帮他解决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在我的鼓励下，
A 的信心倍增，英语成绩日渐进步。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英语上
60 分的兴奋，更记得他英语第一次上及格线 72 分我送给他一个
小玩偶作为奖品时的眼泪。时过两年，A 的英语从 30，到 40，
到 50......九年模拟考，A 的英语已经稳定上百了，中考也考了 102
分，A 也顺利地考上了市重点中学。A，只是许多经过我的努力
而最后蜕变的学生中的一个代表。老师最欣慰的，莫过于看见自
己的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不是吗？高考时 A 接到了市优秀学
生颁奖的通知，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一定要跟他一起参加典礼，去
见证他的喜悦。如今，A 已经是一名知名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
衷心的说，没有我的理解与关注，就没有今天乐观向上的他，他
说希望自己能像我一样当一名教师，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有心
理问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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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的思想已不再像童年那样幼稚、单纯，他们的逻辑思
维能力、自主意识和独立意向有所加强，心理活动复杂而多变，
思考问题不够全面，易走极端。往往是勤于思索而不善于综合；
想象丰富而不善于抉择；思维敏锐而缺乏冷静分析，从而导致分
不清事物的轻重缓急，把重要问题看得过于平淡，把琐碎事情看
得过分严重，并容易将各种问题与自己的直接利益和前途牵强联
系起来，导致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和病态心理的产生。 

解决方法： 
1.我们对孩子要多鼓励，少责骂，学会欣赏孩子。父母要降

低对孩子的期望值，孩子毕竟是孩子，作为家长我们必须用心教
导，既不能让其随心所欲，自由发展，恣意纵情；又不能逼迫孩
子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要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了解孩
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选择。要明白，拥有一个快乐健康的孩子，
远比一个高分的孩子重要得多。 

2.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对生活充满信心，
明白成就自我的路上必须吃苦，吃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理解父
母的苦心。人生的到路很长，生命是无价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当
生活的懦夫，用死去逃避问题是最愚蠢的，世上所有的事情，只
要无关乎“生与死”，都是小事。 

3.我们老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提供足够肥沃的土地，静心
观察花的种类，再一次选择耕耘的方式，适度引导，除掉杂草，
保持枝干繁茂。我们可以举行多种活动，例如：采用集体讨论、
角色扮演、行为矫治等方法锻炼学生学会以理制欲，以理制情，
以理守行，经得起困难、挫折、失败、诱惑的考验，不断增强心

理承受力；教育他们学会宽容和感恩，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
因势利导，帮助学生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排除心理障碍，例如
创建校园心理咨询中心，在保护学生的隐私情况下给他们以倾诉
的空间，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4.教育部门要把减负真正落到实处,不能既要拓宽考试的广
度，培养基础素质，又要挖掘考试的深度，加重学生的负担。反
对择校入学制度，废除分数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建设国家未来的使命，没有他们的
身心健康，就没有祖国未来的建设上的“小康”！时代的车轮已
驶入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要给孩子一缕心灵的阳光，让我们用
耐心去教诲和期待，用诚心与体谅去解忧，，用热心洗涤他们心
灵的污垢，用真心去关注和爱护，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静待花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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