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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从心开始

———谈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李锡花

广西崇左凭祥市民族希望实验学校　532600

摘　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独生子女的家庭数量不断增多，家庭教育问题不断涌现。父母忙于工作，缺乏对

孩子的思想教育，使小学生出现了孤僻、自闭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这对小学生今后的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在新

常态背景下，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教育关注的重点。为此，文章将深入探讨新常态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化途径，并

提出一定的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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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课程改革的实施背景下，素质教育的推进对学生的

思想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日常教学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语言学习能力以及心理健康素
养，进一步提高小学教育的实效性。使学生能够增加对是非
的判断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使心理健
康教育保持有效的渗透和发展。

二、当前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心理健康教育过于形式化
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已经被提上日程，很多小学在校内设

置了心理辅导室、信息咨询电话等设备。但是这些设备往往
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大部分学校的心理辅导室仅仅是摆
设，不对外开放或者是开放的次数有限，一些学校并没有开
设有关心理教育的课程，甚至是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导致
学生想要倾诉自己、释放压力基本找不到地方，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二）心理健康教学活动形式单一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偏好于自己的兴趣爱

好，但是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学的时候，并没有深刻分析小
学生成长发育的特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存在感较
弱。大部分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偏向理论化，学生在无聊乏味
的教学过程中，参与感较弱，根本不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
（三）学校和学生家长的沟通有限
为了能够帮助小学生养成健康的心理，不但需要学校和

教师做出努力，学生家长更应当出一份力。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家长对于小学生的情绪变化没有重视，当学生心理出现
问题的时候并不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另外教师和
学生家长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教师不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
心理变化情况，从而不利于对于学生展开心理疏导。另外学
校不重视同家长的合作交流，并没有将一些简单的心理辅导
技能教给家长，家长也对学校开展的培训活动参加不及时，
种种原因造成心理健康教育质量低下，阻碍了学生全面发展。

三、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措施
（一）开设独立的心理辅导部门
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可以

立足于本校学生的实际数量来增设专门的心理辅导部门。在
选址上面，尽量选择宽敞、安静的地方，可以在大的辅导室
里面加设单独的小型辅导室，方便对学生开展集体或者单独
的心理辅导。另外学校还需要添置相应的设备，比如心理测
量表、减压工具、书籍等，帮助学生养成健康心理。对于心

理辅导室的开放时间学校可根据学生的作息时间适当的调整，
从而方便学生进行心理咨询。
（二）创新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形式
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设计上面，可以参考专业人士的

建议，再结合小学阶段学生的成长特点、兴趣等创新活动形
式。比如在心理辅导形式上，学校可以建立专门的心理辅导
账号、咨询电话、咨询信箱等；为了能够增强学生对于心理
健康知识的认识，可以借助学生喜欢的视频、图片或者组织
游戏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心理健康教育，
从而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心理态度。
（三）加强同学生家长的沟通合作
当前，一些家长由于工作繁忙从而忽略可对学生的教育

和交流，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由于言行不当问题容易对学生
产生心理伤害。一些学生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则把更多的
精力放到游戏和网络当中，很有可能在网游世界里迷失自己，
出现逆反心理或者极端情绪等。再加上教师未能够及时同家
长沟通学生的在校情况，就会导致学生在心理方面出现问题。
为此家长和学校之间一定要及时沟通交流，从而共同促进学
生成长。可以定期召开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题班会，为家长展
示当前阶段学生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给出解决措施，从而
推动学生健康成长。
（四）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
学校需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培养或者招聘专业的心理教师

来专门负责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而方便学生进行心
理咨询，解答心中疑惑。为了能够提高心理教师的专业能力
水平可定期进行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以便于更好地
服务学生。

四、结束语
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使我们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大变

动，小学生当前正处于一个网络大爆炸时代，外界因素的影
响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心理健康变化。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工
作当中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同家长进行沟通交流，从而采
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推动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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