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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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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寄宿制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策略
陈霞

甘肃省民勤县南关小学，中国·甘肃武威

寄宿制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尤为重要，教师要根据学生个性化差异，因材施教，多渠道、多方位、创造温
馨的学习、生活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于确保学生健康成长，提高学生的生存、适应能力，促进义务教育模式的改
善提高，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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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素质的好坏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是人的

身心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人成长中重要的内容，提

高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

乡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校布局的调整，以寄宿方式就读

的学生越来越多。但是，大多数小学生尚未形成基本的安全

意识，这一时期学生对家庭、父母有很强的生理和心理依

赖，离开家庭的小学生寄宿在学校，要学会照顾自己，学会

自己吃饭、穿衣，学会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面对陌生的一

切，有的学生变得无所适从，整天心神不宁。有些孩子父母

不在家，一方或双方常年外出打工，他们的孩子大多留在家

乡，这些孩子无形之中成了“留守学生”。这些孩子大部

分家庭经济条件差，有些孩子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见父母一

面，绝大多数时间只有留给亲戚朋友爷爷奶奶管。没有了父

母的陪伴，一些孩子性格上出现了自私自利、性格任性、多

愁善感、不想上学、小偷小摸、打架惹事等问题，这给学校

教育带来很大的难度。作为一所新建的小学，要有全面的设

施和制度，笔者所在学校实际是面向全县农村招生，校内寄

宿了大量的孤儿、单亲儿童、特困家庭儿童。为了尽早让这

些儿童适应新的学习生活，顺利完成角色的转变，尽快适应

寄宿制学校生活，有效开展寄宿制小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

迫在眉睫的 [1]。

2 做好情感适应培养是寄宿生活的良好开端

小学生入学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新的学习环境和

人际关系的适应，寄宿后学生要学会照顾自己，增强自理能

力，协调好同学之间的关系等。在适应过程中由于学生的认

知和情感方面的差异适应状态是不同的，特别是一些性格内

向、自卑的学生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一方面，教师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不断学习，不

断充电，用专业知识装备自己的头脑，使自己的知识成为

一渠活水。教师要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走进学生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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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倾听、细心观察、贴心呵护，用心去探索孩子的世界，

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亲其师，信其道”使孩子在

你面前敞开心扉，及时把自己的困惑和困难向自己的“准爸

爸”“准妈妈”倾诉，及时化解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困惑，做学生心灵的伙伴，使一切不良心理因素消灭在萌芽

之中 [2]。

另一方面，班主任在开学初，重点利用课后延时服务

时间多组织开展“结交好朋友，展示自我”等游戏，促进全

班同学积极主动相互认识和沟通交流，增强学生归属感。

3创造温馨生活环境，培养学生良好心理品质

学生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强化校园文化

建设，要借助不同节日，充分发挥黑板报和校园橱窗的宣传

功能，精心打造楼道文化，利用孝亲敬长标语、传统文化教

育挂图、凸显家乡风貌特征的图片为孩子们建设美好的精神

家园。为营造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氛围，充分发挥主人翁

的精神，调动学生自主性。各班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让学

生放飞想象的翅膀，自主设计、自主装饰，体现本班的内

涵、主题张扬，放飞了自我，更体现了他们的主人情怀，彰

显了集体精神 [3]。精心设计文化用语、精心布置寝室，要让

每一装饰、每一物件都能“说话”，无不体现宿舍的温馨，

时刻对学生的身心起到良好的熏陶和感染，促进学生健康快

乐成长。

4 加强学科整合，多渠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现行义务教育教材，各科都蕴含着深刻的品德思想，

教师要充分挖掘其中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学科的品德教育功

能。例如，语文学科中每一篇课文都包含他的价值、态度、

情感教育，教师要及时捕捉其蕴含的道理，实时实地的培养

学生良好的心理素养，像《蓝色树叶》中互帮互助的思想、

《一夜的工作》中周总理他们忘我地工作、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课堂上可以启发学生向这些人学习。在教学口语交际《小

兔运南瓜》时，笔者先让学生动脑筋想出小兔把南瓜运回家

的办法，然后组织他们积极讨论，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大声地

说出来，并对别人说的办法进行讨论。教师及时肯定学生的

想法，这样既鼓励了学生树立交际的自信心，又激发了其他

学生说的欲望、说的兴趣，激励他们参与交际、乐于交际。

教师要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在周记、生活中把自己的思想表

达出来，如《我在学校的感觉》《爸爸我想对你说》等，鼓

励学生在周记中把自己的遇到不顺心的事写出来，教师给予

及时的疏导、教育 [4]。

5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强化学生的心理品质

为了学生能顺利完成角色的转变，尽快适应寄宿制学

校生活，我们针对个别学生寄宿生活不适应情况开展了“宿

舍是我家”主题班会；针对交往中胆怯的儿童，教师要创造

一切机会，开展演讲比赛，增强其自信心，树立“宿舍是我

家，文明整洁靠大家”“少时不能扫一屋，长大何以扫天下”

等观念，学校开展内务比赛，为学生成长营造一个舒适、宽

松、温馨的环境。此活动不仅提升了寄宿学生的自理能力，

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为他们创造了舒适、卫生、温馨

的休息环境，还有利于创设一个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让

同学们感受到寄宿生活的乐趣，并找到表现自己的机会。

另外，教师充分利用校报、校刊定期刊登一些有关心

理健康知识，让学生制作有关心理健康知识的手抄小报，利

用校园之声广播的传播功能，让学生掌握学习生活中如何减

压等知识，同时学校利用晚间活动时间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知

识讲座。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让寄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

时，掌握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例如，唱歌和跳舞，参加体

育锻炼，让学生分享出自己的成长经历，它使学生在活动中

忘记烦恼，增强相互沟通，它能使师生在互动中产生信任和

共鸣，同时它还有利于教师在活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6 做好家校合作互通，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孩子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学校的细胞。一个人的心

理受家庭的影响也受社会环境的制约，不同的家庭，家长的

教育理念也就不同，因此必须家校结合，根据孩子个性差异，

因材施教。教师通过电话、微信与家长联系沟通，广泛地宣

传心理健康知识，做好个别孩子的心理辅导，共同探讨孩子

成长中的问题，为孩子答疑解惑。教师要利用现代媒体，巧

借微信、校讯通等平台，恰当反馈学生在校情况，让家长知

道在哪些方面与教师配合 [5]。同样，家长应该积极地与教师

沟通，及时把孩子在家的表现反馈给学校，以便学校和家庭

共同解决好孩子出现的问题，使其健康地成长。

7 结语

学生心理健康要靠全体师生共同努力，要靠家校通力

合作。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时刻学习，以与时俱进的

方法和理念，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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