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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学教育阶段，是孩子健康心理形成的关键时期。每个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总要不可避免的遭遇
到心理上的烦恼乃至阴影，但当烦恼被化解，阴影被驱除，也就成为经历之后的另一种快乐，或谓之
成长的必要代价吧。愿每个孩子都能走进快乐健康的阳光心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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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来自学校教育的因素 1.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学生面临的竞争
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背负着父母的希望和老师的期望。由于素质教育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片面
追求升学率，重智轻德，重分数轻能力的现象依然存在。而教师评价学生，社会衡量学校，尽管理论
上的标准是全面发展，实质上仍是以分数和升学率为主。为了追求升学率，加班加点，题海战术，从
而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这种局面使学生疲于应付，心理极度紧张，从而影响学习的效率，造成他
们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或者产生焦虑、苦闷、压抑、恐惧等不良心境。久而久之，部分人就会不
同程度地产生心理障碍。 “问题学生”多为学业失败学生。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学业逐渐无法跟上其
他同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理所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一般同学。因为在学业成绩下滑的初期，
他们本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痛苦、焦虑、恐惧，加上家长和老师的批评、责备、埋怨，
甚至是打骂，此时的孩子是无助的，他们内心的苦闷无处诉说，只能交往一些有同样遭遇的同伴。久
而久之，他们冷漠地对待学习，甚至开始出现逃学逃夜等行为问题，由此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
问题。 2.教师教育方式失当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它对学生的一生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现在的教育
往往把学生考高分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少学校一切工作围绕中考、高考运作。在这种大
背景下的学校老师无奈地开展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活动，而忽视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忽视心理素质
的教育和培养。而“问题学生”由于学业成绩的不理想，更易被忽视。不少“差生”坦言，老师从来
不关心自己，为了引起教师的关注，他就做出一些违反校纪班规的事情来引起教师的重视，哪怕得来
的是批评、责骂，甚至是家长被传唤到校一起“受教育”也在所不惜。因为此时的他幼稚地认为，老
师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了，但最终导致师生关系紧张。老师更加痛恨这种学生，甚至有的教师严禁班内
的好同学与他接触，把他们扔在教室的一角。这种交往的失败往往会迁移、泛化到与其他人的交往当
中，导致人际交往障碍等心理问题。 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缺乏 过去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的
心理学发展停止了许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各中小学纷纷重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但发展极不
平衡。即使在上海、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仍不能令人满意，学校的心理
咨询室基本成摆设，学校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严重紧缺，心理健康教育课可有可无，或质量普遍不高
。到目前为止，上海各中小学，尤其是普通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仅仅是走出了从无到有的初步阶段
，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面对“问题学生”的教育矫治问题，由于从业教师的知识水平有限，转介到
专业机构面临着重重困难，基本上无法进行。 （四）来自社会的因素 1.社会竞争带来的恐惧 虽然中小
学生还没有直接接触社会，但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周围的人时时刻刻在给他们灌输一个事实：随着科
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瞬息万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使这
些已经经历学业失败的“问题学生”更加恐惧，对未来的世界感到无所适从。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告诉
他：“学业失败的他将来会是一无用处的，是无法与他人竞争的。”这种对将来的焦虑、恐惧往往引
发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2.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 “问题学生”一方面时时刻刻经历着对未来的恐惧，
另一方面又面临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诱惑。由于新旧体制的共存，法制的不完善，各种生活方式和
思想方式的涌入使社会变得纷繁复杂，甚至产生了不少不健康的东西和部分人道德水平的滑落。这些
问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尚未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少年儿童，使他们的心理防线时时
遭受冲击，从而产生心理问题。 四、提高“问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对策研究 （一）“问题学生
”的品德教育 转变“问题学生”的关键，首先是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因为行为失控的他们在品德方面
存在许多问题，如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健康的道德情感、意志薄弱，并养成了不良的行为习惯等等。
因此，教育工作者要深入“问题学生”中间，了解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德育计划。 1.帮助学生
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健康的道德情感 第一，要加强对“问题学生”的道德法纪教育，发展他们的认知
能力，特别是培养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 第二，要重视学校和班级的微观环境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
集体舆论和心理环境，预防和矫正有可能产生的不良倾向。 第三，教师应积极与“问题学生”建立情
感，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取得他们的信任，消除他们对教师的对立情绪，为教育矫治他们奠定情感基
础。 第四，要积极引导学生的人际交往，满足他们正当的交往需求，同时培养他们健康的道德观和道
德情感。 2.帮助学生纠正不良的行为习惯 “问题学生”尽管有过过错，但年纪尚小，尚未定型，他们
的不良行为习惯多数是可以经过教育转好的。 第一，要深入了解“问题学生”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过程
，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制定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计划。 第二，创设良好的班级氛围，形成教师
、家长、同伴一起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合力。建立以激励为主的评价机制，鼓励他们积极矫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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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不良习惯。 第三，能正确对待在“问题学生”身上发生的反复现象。不能寄希望于一次二次谈话
就解决他们的问题，要有足够的耐心，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第四，建立比较完善的
奖惩机制。适当的惩戒与激励一样重要。通过必要的惩戒，可以告诉他们什么地方做错了，指明他们
努力的方向，并积极创设让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予以充分的肯定。 3.积极开展日常行为指导 第
一，要建立适合本班学生特点的班规。适合本班学生的班规应由班内学生和老师共同参与制订，并在
此过程中，充分调动“问题学生，，积极参与。 第二，积极引导“问题学生”参与养成良好日常行为
习惯的行为训练实践活动。通过行为实践活动，正面引导学生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 第三，要积极树
立榜样的示范作用。不仅要树立优秀人物的榜样作用，更要树立“问题学生”周围的那些已经改正的
学生的榜样作用。这样更能使他们感到榜样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自己身边，自己通过努力也是
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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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阳光心理》编辑推荐：希望通过各种不同观点的良性互动，为公众搭建了解、理解和支持教育
改革的平台，为教育行政部门推进教育改革提供决策参考，为教育工作者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供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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