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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生处于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密不可分。

本研究对以往有关家庭教育与中小学心理健康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发现，国内学者们对于心理健康的

研究大部分主要关注其定义的界定、中小学心理健康现状及成因、以及初步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家庭

教育主要通过家长的榜样作用、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因素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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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in their adolesce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family edu-
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domestic 
scholars’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fini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mental health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preliminar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Family education has an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primary and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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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y schools in China mainly through the role of parents as role models, family rearing method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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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学业压力日益繁重，易产生更多的烦恼，较之以前，我国中小学生的心理受

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中小学心理健康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问题和广大学者关注的新方向。中小低

年级学生大都处于青少年时期，是他们个体心理能力发展提高的两个重要阶段，而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

理健康发展密不可分。 
潘玲乐(2016)指出，我国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中间有一段中断的时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对

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才重新开始，同时开始了对家庭教育的研究。 
在我国 1999 年，教育部(1999)通知就特别指出强调了全国中小学生系统开展自我心理及健康知识教

育中需要学生完成以下内容的三个主要的任务：“首先，要注重对学校全体在册的全国中小学生全面开

展社会心理的健康基础知识教育，帮助全国学生从小能够逐步正确地认识自我，使全体中小学生自主调

控战胜自我、承受社会挫折、适应特殊环境需要的各种能力逐步得到较明显的提高，促进我国学生逐渐

形成了健全的人格；其次，对于自身存在各种心理状况困扰或心理健康障碍问题的广大学生，要努力为

给他们尽快提供最科学而有效实用的个性化心理自助辅导方式和个案咨询，帮助于他们在实践中尽快学

习提高心理健康自我调节方面的能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发展自我的能力”。此外，教育部及 2012
年教育部门印发的有关《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课题的正式通知文件也多次指出

开展了面向中小学青年教师进行青春期心理及健康教育课题的必要性(教育部，2012)。 
以往的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活动中却极少关注家庭教育，关于家庭教育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胡

亚娟(2013)指出，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关于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大部分集中在其定义的界定、中小学心

理健康现状及成因、以及初步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探索上，杨浩(2018)研究指出，近十年来中西方学者

朋友们分别针对我国青少年辍学群体、留守教师群体、中小学教师群体，把心理健康作为研究的焦点，

进行了诸多研究，研究领域热点研究主要课题包括自尊、焦虑、抑郁、心理应激、心理危机控制病源、

网络社交成瘾机制等问题。 
为了方便进一步系统地了解当代家庭教育领域对农村中小学生心理行为健康问题发展及其研究和进

展，笔者分别在中国及知网期刊全文数据统计总表库中分别以“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为两

个关键词进行了精确匹配和高级检索分析后共统计发现了 113 篇文献，而仅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关

键词进行精确匹配共检索出 5192 篇文献，可见关于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影响的研究还处在发

展时期，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研究。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4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董筱雯，蒋小春 
 

 

DOI: 10.12677/ap.2022.1210420 3452 心理学进展 
 

2. 对家庭教育与中小学心理健康概念的理解 

(一) 家庭教育 
学者对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基本概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的定义和性质上。对于各种家庭教育

类型的具体定义虽然目前没有很标准系统的分类解释，但含义大都已相差无几，如周立(2018)即认为家庭

教育应是由家长们主要通过家长自己身体力行的父母言传身教过程和日常家庭生活和实践等对成年子女

所形成了一定社会教育作用影响的各种社会活动。而现有研究对家庭教育性质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其早期

性，感染性，表率性，连续性和及时性上。 
(二) 中小学心理健康界定 
对心理健康进行定义、确定心理健康标准和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模式探寻是目前国内学者对

中小学心理健康界定研究的重点。 
目前在心理学界，对心理健康定义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综合来说，就是一种正向的，持续性的心理

状态。而心理健康的标准一直是心理学界和卫生界争论的问题。目前在国外学界普遍都认可的马斯洛的

心理和健康的十项基本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奥尔波特等六项基本标准，1946 年第一届国际心理精神卫生

研究大会报告也首次指出确立了人心理与健康发展的四个主要标志，国内有关学者对冯维和于志涛(2015)
进一步指出，心理和健康发展的十项标准都应该注意从以下这样几个大方面上来进行全面把握：1) 促进

人际关系健康和谐；2) 思想情绪表现稳定、愉快，情绪及反应能力适度强；3) 身体心理特点和语言行为

习惯与心理年龄特征完全相符合者；4) 一般智力状况正常的；5) 基本能够积极面对人生现实，正视人生

现实，乐于从事学习、工作实践和正常社交等；6) 个性和谐完整；7) 自我意识客观，并能接纳自我与悦

纳自我。实际上，学者们不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使得其对于心理健康的标准有所不同，而这样的

不同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心理健康的标准本应该是不同的，为了使心理健康的标准对个体心理健康起

到良好的判断作用，心理健康标准必须有所侧重。 

3. 家庭教育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车国燕(2016)提出，家长的榜样作用，家庭教养方式，以及良好的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起着

重要作用，在国内现有的研究中，学者对家庭教育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感到好奇，并

对其影响因素做出了许多研究，加上阅读完文献后总结的因素，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 家长的榜样作用 
班杜拉早就已经提出了家长的示范作用对于个体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班杜拉攻击反应实验也发

现，观察到成人和对充气娃娃抱有强烈暴力行为意愿的儿童可能会因此产生了更多的反攻击性行为，强

调了家长的榜样的作用，家长的言行举止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中小班学生往往处在一段学习紧

张压力日益繁重，内心烦恼日趋增多的敏感时期，如果面对家长也只是在对老师他们只是一味地说教，

而对于自己父母却显得言行不一，更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 
(二) 家庭教养方式 
针对于这种家庭教育方式方面，国内很多学者最近也陆续做起了另一些新研究，例如，学者陈陈(2002)

首先将该种家庭教育方式重新定义为父母在家庭环境中应当如何合理抚养婴儿和正确教育好儿童，是当

今大多数人父母应采用到的一个普遍性方法原则和教育形式，它是综合并概括归纳了我国父母日常教养

及行为教育的共同特点，表现出为是一种具有高度相对和稳定性特点的行为方式。学者们也通常会认为

现代家庭中教养孩子方式主要被分为专制型、顺从型、放任型和民主型。专制型教养管理方式下的家庭

往往是对青少年进行极度的掌控，对其思想和行为上严格禁锢和压制。放任型教养则与其恰巧相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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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顾及到任何一名青少年家庭的健康成长，顺从型费尽心思才能满足青少年家长一切心理需求，民主

型教养则仅仅是家长建立彼此平等合作意识沟通与相互信任之间的家庭教养沟通方式，家长自己若没能

自觉树立起来正确的亲子教育沟通观念，采取了民主型教养的家庭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是有

益的。 
(三) 家庭环境 
众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主要与当代中小教育学生个体的精神心理身体健康发育状况的密

切发展相关，家庭环境还主要内容包括父母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其它家庭亲属关系。陈定湾、何凡和

刘碧瑶(2007)分别采用心理症状的自评量表与家庭环境量表分别对北京市 1070 名未成年中小学生家长进

行的问卷的调查，结果研究表明，中小学生心理与健康发育状况也会随其家长所在社会家庭构成的生活

环境特征改变而逐步发生着变化，特别的，在所有家庭环境特征中，改善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最

可能有益于改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四) 家庭结构 
一般来说，稳定完整的家庭结构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行为、学业、心理、

性格等方面。徐慧，袁新国(2016)还指出单亲家庭对男女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差异显著。目前中小学生家

庭结构不平衡的比例逐年上升，离婚率、未婚同居率，留守率导致隔代家庭等，父母要意识到这种危害，

努力为孩子构建一个健康的良好的家庭结构和氛围，学校和社会也应该极力配合家庭教育，做到家校社

同时发力，促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4.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 理论性不足 
纵观现有的对家庭教育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家庭“教育”上，

主要从教育方法上进行讨论和分析。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做出呼吁，提出家长应该如何做，而对于理论

的探讨不够。未来期望在理论上多进行纵向深入的研究，和方法互为补充。 
(二) 不少研究稍显空乏 
一些研究对家庭教育提出一些教育方法上的呼吁，但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研究成果，大多是

一些宏观性的指导，缺少对具体家庭教育问题和中小学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方式。笔者认为，理论来自

于实践，理论也需要服务于实践，需要广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更加深入了解青少年所存在的心理问题

和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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