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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中小学生心理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小学开始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刻不容缓。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将小学生设定为六到十

二岁儿童，根据理论中对于这一阶段孩子的描述以及应对方法，本文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贫困落后

地区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并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提出与环境一一对应的解决方法和实施

途径，希望对于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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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gradually be-
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and it is urgent to start implemen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According to Erikson’s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we set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s children aged six to twelve.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and coping methods of 
children at this stage in th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oor and backward areas, and discusses with the problem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orresponding to the 
environment one by on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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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逐渐重视起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和发展，2012 年，教育部门还明

确提出有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大纲要求，2017 年由中宣部、卫计委等众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每年患有心理行为异常和常见精神障碍的人数逐年递增，充分说

明了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1]。而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形成以发达地区重视

课程成绩，欠发达地区缺失心理健康教育为主的格局，尤其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仍然面临资金短缺、人力

缺乏、硬软件条件落后等一系列问题，致使心理健康教育关注更为欠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

径和干预措施仍面临严峻的形式。 
因此，本文依托于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征，发掘如今发达

与欠发达地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与教育实际环境相结合，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

和实施途径，为这一时期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 理论综述 

2.1. 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是在继承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和创新。

埃里克森对人格成长的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儿童的人格成长阶段和

人格的培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2]。他认为，人的一生是不断发展的，自我意识也是根据不同阶段有着不

一样的主题，每个主题代表着这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任务完成代表着这个阶段的人们可以安稳度过，

如果没有完成，其负面影响就会叠加到下一个阶段，累加的越多，就越难完成，人的自我意识也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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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偏颇。 
根据埃里克森对于人生划分的主张，他将人生划分为了八个阶段[3]，分别是婴儿期(0~1.5 岁)、幼儿

期(1.5~3 岁)、儿童早期(3~6 岁)、学龄期(6~12 岁)、青少年期(12~18 岁)、成年早期(18~25 岁)、成年期(25~65
岁)、成熟期(65 岁以上)。 

婴儿期(0~1.5 岁)，指孩童刚出生的阶段，其主要冲突是信任与不信任。这个阶段的孩童十分的简单，

其冲突的完成就在于父母是否满足其关于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如果满足，就会自然地进入下一个阶段； 
幼儿期(1.5~3 岁)，指孩童对于世界有着初步认知的阶段，其主要冲突是自主与羞耻。这个阶段的孩

童获得了许多实用技能，如说话，走路，爬等等，父母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让其产生羞耻或不安，反

之，则能获得较好的自制力和坚定的意志品质。 
儿童早期(3~6 岁)，指孩童开始初步进行学习的阶段，其主要冲突是主动与内疚。这个阶段中孩童开

始对大人进行模仿，对于社会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如过家家，孩童在其中对于大人的一些生活

习惯进行初步的模仿，希望自己能像大人一样，但如果在其中受到了大人的训斥和指责，孩童就会产生

内疚的感觉，并且对被训斥的行为从此产生一定的心理阴影；如果大人能对儿童进行积极的肯定和表扬，

孩童会对自己行为进行一定积极的认知，并产生想要主动参与这个世界的想法。 
学龄期(6~12 岁)，是指孩童刚开始进入学校的阶段，其主要冲突是勤奋与自卑。这个阶段中，家长和

老师共同成为了孩子接触世界的渠道，并且老师开始成为影响儿童发展的主要群体。这个阶段中，孩童

开始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探索，并出现了比较和竞争，所以同伴对其的影响也十分重要。这个时候老师对

其的肯定能够促进这一阶段冲突的完美解决，并能够有效地形成勤奋的行为，但如果被老师否定，与同

伴的对比中占下风，并且受到了家长的指责，孩童就会产生自卑的心里，并一直延续到下一个阶段。 
青少年时期(12~18 岁)，是指孩童进入对于自我进行有效认知的阶段，其主要冲突时角色同一和混乱；

成年早期(18~25 岁)、成年期(25~65 岁)以及成熟期(65 岁以上)的主要冲突分别是：亲密对孤独的冲突、

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以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 
本文研究的阶段正好是青少年期(6~12 岁)，是孩童在小学时所进行一系列社会活动和发展的阶段，

此阶段中，青少年分别受到了上一阶段冲突是否解决、家长的教导、教师的引导以及同伴的对比影响，

是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因此，此阶段中，青少年心理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他意味着冲突是否得到了

完美的解决，孩童能否在青少年时期有意义的度过，能否在其中获得有价值的习惯，并对之后人生不同

的阶段产生重要影响。 

2.2. 心理健康教育 

1)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当前学校教育改革在新形势下

的新视角，这种新视角更加注重的是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发展，是知、情、意、行的全面协调发展。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的定义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义：“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出发点是中小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特点，教育过程中运用心理教育手段和方法，将

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作为重心，将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以及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最终目标”[4]。
具体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指教育者需要依据学生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发展特点，结合运用教育

学、心理学以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

理辅导与咨询等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帮助学生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促进全体学生

心理素质提高和心理机能健康发展的一类教育活动。 
2)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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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心理变化的关键时期，有了较强的学习能力，开始学习通过用不同的

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更加综合的看待问题，并且能够有效的掌控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小学阶段

是培养其良好的行为、学习习惯，形成健康、健全人格的非常时期[5]。老师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发展

规律，筛选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以及影响，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学科学习的

技巧，又能够实现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从而塑造完善的人格。小学生的思维正处于形式运算阶段，逐

渐开始了社会化，而这种变化在小学高低年级中存在显著的差异[6]。低年级的小学生从幼儿园刚升入小

学，不仅面临着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且需要尽快的转化角色[7]。 
3)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小学生面临的各种学业压力不断加大，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心理健

康教育能够有效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改善小学生情绪波动大、学习不主动、抗压能力较差等问题，通

过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个人品质；小学生更易受到外来因素的

干扰，心理教育可以帮助小学生解决成长过程遇到的问题，让小学生更能够适应社会并且通过加强自我

管理来不断提升发展自己。此外，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正确认识挫折，

引导学生在面临困难或者压力时，选择积极的方式解决，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 
4) 我国欠发达地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问题 
我国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空间分布上仍然呈现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差异过大、教

育分配不完善，资金、人力分配不均匀等问题。空间上：沿海发达城市已经从十分注重学科成绩转向心

理健康教育的建设，但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仍处于重视学科教育忽视心理健康教育，部分学校未配备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性教师，部分学校虽然配备相关教师，却专业技能有限、课件和相关资源跟不上，难

以满足心理健康教育需求，尤其在农村，教师缺乏、资源短缺、意识落后等，使得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更是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8]。 
从资金分配上来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在资金分配上仍有很大差距，发达地区虽

然在心理健康教育投入资金相较于其他学科教育较少，但是相较于欠发达地区，资金仍较为充裕；欠发

达地区和农村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设备和课件等资源上仍然处于不完善甚至缺失的状态，在心理健康教育

建设上处于落后状态。 
从人力分配上来看，欠发达地区可获得教育人才本身少于发达地区，这也就使得其区域内的教师配

备上处于不专业或缺失的状态，部分学校配备的心理教师无法真正有效的覆盖学生群体，只能通过按周

上课的方式在普及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难以实时监控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3.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 

对于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应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课

堂上进行相关知识的传授，并对小学生相关问题进行有效的解答；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将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学互动中，通过对小学生日常的一些行为和心理问题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疏导，对其正

确行为的树立加以心理上的引导；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该家庭与学校相结合，教师和家长进行有效的

联动，对小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小学生与其同伴的活动中进行有效的引导，减少攀比

的心理，增强共享的意识[1]。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优势在于集中、理论性强，适合有大段时间进行心理课程教学的学校，但

灵活性较差，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死板，难以真正触及其心理问题；其次，日常教学互动能够实现教师与

学生的直接一对一接触，有效地对学生进行辅导，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一阶段的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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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于老师的教导是十分认可的，但无法面面俱到，存在部分学生被忽视现象；家长与学校的有效联动

可以在各个场景中对于学生所产生的心理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但这种联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十分

巨大的；最后，与同伴活动中的引导能够塑造较为积极的同伴关系的认知，但与同伴的活动并不是学生

生活的主题[9]。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四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结合能够有效的解决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首先，以日常教育为主，借助平常的沟通及时地发现并解决问题，能有效地避免较为正式的教育

给予学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其次，较为规律的、周期性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仅可以弥补心理教

育课程的空缺，而且可以弥补从理论上为学生解决问题的空缺，丰富课堂内容，增加趣味游戏互动等；

将与同伴活动的日常作为主要的问题解决领域，在与同伴的活动中，让学生放下心理压力，从活动中产

生积极的认知；最后，家校联动，避免让家长过于参与其中，让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家长发挥辅助作用，

通过家校联动弥补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能会出现的不足[10]。 

4.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干预措施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小学生主要面临勤奋与自卑的冲突，而干预措施可以从三个环

境中进行有效的实施：在小学教育中，除了基础性教育以外，开展更多素质性教育，他们共同作为小学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产生小学心理问题的主要环境，也是施加干预措施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教

学环境中，教师成为了主要的实施者，教师除了进行正常的课程教学外，还要对学生心理的正确疏导，

如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提问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行为，及时给予肯定和弥补不足，帮助学生正确的认识自己

的缺点[11]；课后对学生辅导，帮助学生弥补学业上的不足，减少与同伴对比的挫败感，激发其勤奋的心

理。 
家庭环境中，学生主要受到父母的影响，父母的亲疏对其内在安全感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离异家

庭的孩子，让其感受到父母的离婚并不是因为他，他是值得被爱的；对于家庭环境较为严厉的孩子，为

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减压是有效的措施。 
从教师团队上来讲，合理配备相应专业的老师是十分重要的，专业性可以帮助教师及时的发现并解

决学生出现的相关心理问题，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和排解；专业性的老师可以帮助其他

任课老师提高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和学习，帮助其他任课老师在日常教学中用专业化解决问题。 

5. 结论 

本文通过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剖析，构建了小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以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健康的问题；从教学环境、家庭环境、教师团

队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干预措施，以提升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及时性，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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