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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成因分析与对策
赵启虎　赵　丽

湖北省十堰市第九中学　湖北　十堰　442000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是人生的第二次成长高峰。

其生理、认知、情感、意志、自我意识在迅速发展，是人一
生中发展最迅速、最旺盛、最关键的时期。随着现代化文明
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变，家庭结构和人际关
系的变化，来自方方面面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中学生心
理问题也多种多样。有些学生由于自身的不成熟，以及来自
家庭社会种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心理上形成了不健康的因素。
这些不健康的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如果家庭、
学校、社会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很容易使其心理不平衡、性
格偏异，产生不良的结果。

一、中学生常见心理问题表现

1.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固有的“逆反心理”现象突出。青
少年成长过程中，自尊心、成人感日渐增加，有强烈的自我
意识，喜欢独立思考，不愿别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
上，有些青少年过分强调自我，惟我独尊，对于老师家长善
意的批评、帮助不愿接受，有意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经常用
反抗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2. 应试教育下的繁忙学业、激烈竞争造成学生心情压抑。
学校中频繁的测验、考试使学生经常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
态，超负荷的学习强度使学生精神紧张，心情压抑。当他们
面对自己不满意的答卷时，总是抱怨自己，从而失去了对学
习的信心。

3. 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愿望使学生自信心不
足。由于长辈们对学生的期望值过高，对学生的缺点看多而优
点看少，消极评价多于积极评价，使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
生怀疑，常因一次考试失败就精神苦闷、低落、失去自信心。

4. 脆弱、孤独的封闭心理造成人际关系不协调、敏感。现
在的中学生，自我中心意识强，不善于处理与同学、老师、父
母的关系。加之多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优越。而他们的父母
因忙于事业，大多无暇顾及他们，有些孩子就会形成内向孤僻
的性格，不愿与老师同学谈心里话，把自己的心理封闭起来。

5.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过早沾染不良习惯和不良嗜好。
青少年期虽然身心发展较快，但此时他们思想尚未成熟，对
社会的认识能力、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自我控制能力差；同
时青少年好奇心及模仿性强，使他们很容易受同伴或不良社
会风气的影响，易养成不良习惯和沾染不良嗜好。

二、中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 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心理的影响。很多
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偏重智力开发而不顾其心理发展水平和
承受能力，对他们提出过多的苛求。过重的压力，繁多的学
业，几乎将孩子天真烂漫、敞开胸怀接受大自然和社会影响
的机会全部挤掉。而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则没有给予足够的
重视。加之外出务工家长的子女都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带
养，他们对子孙过分溺爱，在生活上照顾过度，满足孩子的

任何要求，不管是否正当，但却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习。

2. 学校应试教育对学生心理的影响。社会、教育主管部

门、学生家长、学生评价学校好坏的标准，往往是升学考试

成绩和升学率。因此，一些学校，只顾抓教学，促升学，而

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其他方面的健康发展，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埋下了隐患。同时，一些学校又较少关注学生的心理

健康，目前我国教育机构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起

来，学生在学校里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和空间。

3. 不良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学生心理的影响。中学生已

经成为上网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网络已日益成为当代中学

生日常学习和精神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网络

的出现对中学生的影响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网络可以开

阔中学生的视野，增加获取知识与信息的途径，改变他们的

学习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很多中学生对网络痴迷，严重

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必须采取相应的

教育对策，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促进他们的

健康成长。过分迷恋上网会给中学生带来心理、生理危害。

4. 学生自身原因对其心理产生的影响。中学生正处于生长

发育的高峰期，心理发展错综复杂，他们追求成人感，有独立

性意向。但这些心理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依赖性产生矛盾。

三、教师做好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对策

1. 教师要随时捕捉学生的心理动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

应该利用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觉器官在学生没有觉察的情

况下去感知学生的行为。在平常的教学过程、课外活动、学

生的交往过程直至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注意观察学生的

精神面貌、言谈举止、行为动作、兴趣爱好、待人接物等

表现。

2. 教师要努力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有经验的老师，经

常通过与学生的促膝谈心，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的心理或

思想问题。谈话可以最亲切、最直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还可以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获得或发现学生心理的一些重

要信息。心理学研究表明，谈话过程实际上是交谈双方之间

的一种交往与认识过程。谈话双方的心理特征、态度、期望、

动机、知觉、情绪和行为等对谈话的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3. 教师用远大理想的推动作用增强学生的抗挫折能力。

中学生的心理挫折大部分来源于成绩的不理想和人际关系不

融洽，老师要对学生的挫折心理给以正确的指导。初一入学

时，很多学生一时不适应初中阶段的学习，有的甚至产生了

厌学情绪，心理受到严重的挫折。针对这种情况，就要用远

大的理想来激励学生，并要及时地告诫学生，有了远大的理

想是好事，但理想和现实有很遥远的路途，需要付出艰苦的

努力和汗水。

总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关系着家庭的幸福、国家的未

来，对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让我们大

家携起手来，为学生创设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使他们健康

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