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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小学生心理咨询，顾名思义就是对小学生开展的心理咨询工作，是学校心理咨询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我国学校心理咨询工作，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准备之后，今
天已经开始步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开展心理咨询的学校大幅度增加，心理咨询在学校教育中
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学校心理咨询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　　纵观我国小学生心理咨询发展
的历程不难看出，以促进小学生心理发展为特征的心理咨询，通过与学校教育的不断融合，其重要性
不断提升，其深度不断拓展，短短20多年的时间，从一种教育方法上升为教育目的，成为所有教师都
应具备的一种教育技能和教育理念，同时也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　　在小学生心理咨询兴起的
初期，心理咨询被看做解决小学生心理问题的一种手段或方法，是解决小学生心理问题的一种权宜之
计。这种认识，其实质是将小学生心理咨询定位于一种教育方法，低估了心理咨询的作用，没有看到
心理发展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素质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心理咨询的地位也在提高，将心理
咨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相并列，其实质是将小学生心理咨询看做学校教育的
一部分，将其提升为一种教育形式。表面上看似乎全面发展的教育更全面了，实则使心理咨询变成了
学校教育的一种工作任务，割裂了心理咨询与其他各种教育形式之间深层的内在联系。将心理咨询看
做德育的一部分，则更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随着对小学生心理咨询认识的不断深
化，我们逐渐发现：心理素质是一个人整体素质提高的基础，而心理发展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因为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文化精华，要通过个体心理机制选择、内化，才能渗透到学生的头脑中。学生
由幼稚走向成熟，也是心理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学校教育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
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技能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心理咨询被看做
教育的目的之一，心理咨询则上升为一种教育理念，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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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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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心理咨询的运作模式第二章小学生心理咨询的操作模式第一节心理咨询的程序第二节心理咨询
关系的建立第三节心理咨询目标的确立第三章小学生心理咨询的技巧第一节倾听的技巧第二节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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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人本主义疗法第四节认知疗法第五章小学生心理咨询的诊断模式第一节一般资料的收集第二节
心理诊断的方法第三节　常用心理测验的操作与分析第六章　小学生适应性心理咨询的调适方法第一
节认知问题咨询第二节情绪问题咨询第三节意志问题咨询第四节个性问题咨询第五节学习问题咨询第
六节交往问题咨询第七章小学生发展性心理咨询的训练方法第一节认知心理训练第二节情绪心理训练
第三节意志心理训练第四节个性心理训练第五节学习心理训练第六节交往心理训练第七节品德心理训
练参考文献附录综合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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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一般资料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一般资料收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途径也是多渠道的。由
于诊断之初收集到的一般资料往往是庞杂的，因而，不能仅仅一味地收集有关资料，还要对掌握的资
料进行初步的、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保证资料的质量与价值。具体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
　　（1）在收集来访者本人提供的资料时，除详尽记录外，还要对当事人叙述的确实意义进行分析
。　　（2）在分析其他人员提供的资料时，还应分析有关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和对当事人的态
度。　　（3）对当事人的活动产品进行分析时，应注意准确的鉴别和科学的推断，不要受其意识的
遮掩、粉饰的影响，要注意对当事人的隐私权的尊重与保护。　　（4）要善于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各
方面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多方比较、印证与分析，对关键性问题应反复检查，力求客观准确。
　　（5）资料收集过程中，既要观测现实表现资料，又要收集当事人心理与行为产生的背景与环境
资料。　　（6）收集一般资料时，应建立与来访者良好的关系，讲求资料收集的技巧与具体方法。
　　四、一般资料收集的模式　　在心理诊断中，一般资料的收集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来说，资料
的收集应当在诊断目标和目的指导下，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收集有关来访者各方面的、资料，然后
通过分析再有针对性的定向深入获得有关资料，确定诊断具体措施。一般性资料收集是各种类型的诊
断通用的最基础性资料的收集，对于心理诊断来说，一般性资料收集是常用的，它一般由下列几部分
内容构成。　　1．个体基本资料　　具体包括：性别、姓名、年龄、籍贯、学校、年级、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等，旨在了解来访者的自然情况。　　2．生长发育史　　收集这部分资料可以了解人的
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基础情况，它主要包括小学生的生理发育、心理发育。　　（1）生理发育资料。
母孕时的年龄、胎次，有无严重疾病，有无先天流产、人工流产未遂等现象。母孕时的营养状况和心
理状态，特别是有无重大精神创伤史。母妊娠是否足月，抑或早产或过期妊娠等；分娩时是顺产还是
难产，产程长短；生产时母亲及产儿有无异常现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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