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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终身老师，如何科学养育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起这巨大的作用，本文以家庭教育中的情

绪引导为突破口，对孩子成长的情绪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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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

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一般认为，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

一种心理活动。积极的情绪可以提高人体的机能，能够促进人的活动，

形成一种动力，激励人去努力，而且，在活动中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

消极情绪会使人感到难受，会抑制人的活动能力，活动起来动作缓慢、

反应迟纯、效率低下；消极的情绪会减弱人的体力与精力，活动中易感

到劳累、精力不足、没兴趣。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会由开始的乖巧听

话到有自己的意识主见，这个过程中孩子的情绪会有波荡起伏，作为家

长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来调整孩子的情绪是家庭教育的一门必修课，

作为学校的德育工作者也应做好积极的引导。 

1 面对孩子在学校里的负面情绪，家长该怎么办？ 

当孩子从家庭走入学校，走进学生中间，很可能出现负面情绪，这

时候家长要欣然接受，明白孩子出现负面情绪首先是一种正常的成长现

象，要摆正心态，不可置之不理，也不可大惊小怪，要做到泰然处之、

冷静对待、合理引导。 

1.1 多途径了解孩子在学校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 

要想解决孩子负面情绪问题，就要设身处地的走进孩子的校园学习，

找到出现负面情绪的真正原因。家长首先要真诚的与老师交流，看看孩

子 近在学习各个方面的表现，听老师眼中的孩子；其次可以通过孩子

的同学来了解孩子 近的学习情况，校园生活情况；当然，更主要的还

是要听听孩子的想法，为孩子创造宽松一点的交流环境，看看孩子眼里

的学习和生活，加上家长在家庭中观察到的表现等等，综合起来分析孩

子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为帮助孩子解决负面情绪做到有的放矢。 

1.2 针对原因积极引导、对症下药 

当家长知道孩子产生负面情绪的真正原因后，要引起重视，采取积

极正确的方式进行干预引导，帮助孩子减轻心理压力，给其提供解决问

题的办法。 

如果是因为孩子自身的原因产生的负面情绪，家长首先要在换位思

考的基础上对孩子进行正面的引导，树立孩子积极阳光的学习心态，并

通过交流谈心、户外旅行、家庭拓展等方式帮助孩子放松心态。 

如果是孩子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引起的，则可以与对方家长取得联系，

共同解决孩子之间的小矛盾、小问题，并通过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互动方

式来帮其化解。 

如果是因为孩子与老师之间的沟通或者学习压力过大等原因引起的

情绪低落，则需要和老师一同走进孩子的心理，通过成人的包容和理解

与孩子建立同理心，积极与孩子沟通，解决问题。 

1.3 持续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 

有了以上的基础后，家长更需要后续不断的跟踪观察，包括孩子在

家庭里的表现到从学校里的表现，整体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疏导，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这样才能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小太

阳，从外在到内在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为孩子的成长助力。 

2 孩子缺少成长的自信，家长该怎么办？ 

很多家长发现，小时候自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差距不大，但为

什么到了上学的年龄，或者上了学后就发现孩子间的差距开始不断加大。

有的孩子阳光自信，对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喜欢尝试创新，能

够独立的去解决问题；有的孩子则胆小怯懦，怕这怕那，遇到问题就会

躲在父母的后面寻求保护，对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更是不敢去面对。

这是孩子成长中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如何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

充满自信的面对困难，这是孩子成长中必须面对并要家庭教育中积极解

决的问题。 

自信是孩子成长中的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更是他们成长的精神内

核，自信心满满的孩子往往充满了生活的激情，做事积极主动，乐观开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3 

朗，反之则内向自我，甚至逃避困难，针对于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

面做好引导。 

2.1 首先家长要多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发现孩子的优点 

孩子成长的领域是多元的，孩子成长涉及的话题也是多方面的，这

个时候就需要家长能够善于观察孩子，捕捉孩子的优点，哪怕是微不足

道的一点点，都是给孩子自信的助推器。比如孩子做事认真、比如孩子

诚信守时、比如孩子有爱心等等，只要家长发现都要大声的告诉孩子，

并且当做“无价之宝”在孩子身边传递，告诉家里人，告诉亲朋好友，

让孩子感觉到有种温暖的力量、被认可的力量推动成长。 

2.2 引导孩子养成有计划做事的习惯 

当孩子在被肯定、受重视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激发内在的动力，

变得自信。在孩子做事情之前，家长可以给其一定的指导，让他事先做

好计划，考虑周全，并积极准备，这样的统筹会促进孩子把事情做得更

好。这些都必须在孩子做一件事情之前充分的做好计划，对可能发生的

问题做到心里有数，当然如果孩子能力不及的也可以求助于爸爸妈妈的

协助，只要孩子把事情做好，自然会得到来自身边他人的肯定，这肯定

就是自信的力量。 

2.3 告诉孩子“困难不可怕”，积极面对是打败困难的法宝 

孩子成长的一路上会遇到各种问题，遇到各种挑战，家长要教育孩

子积极面对、不逃避困难。一个强大的人是能够战胜任何困难险阻的，

只要有恒心和勇气，困难自然会被吓跑的。首先要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

勇气，第二要鼓起勇气与困难作战，即使失败了，可以再次尝试，通过

这样的激励帮助孩子慢慢建立自信，走向强大。 

3 孩子容易自满，家长该怎么办？ 

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常常看到家长感慨，孩子特别自满，对什么都

且过且过，对自我要求不高，这些成了家长头疼的一件事。对于容易自

我满足的孩子家长需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引导。 

3.1 客观公正的评价孩子 

当孩子有自满情绪的时候，家长一定不能对孩子表现出极度的不满，

要在客观的评价孩子的基础上给出一定的成长建议，切不可对孩子直接

泼冷水，用强烈的语言来刺激孩子，拿其他孩子和自家孩子赤裸裸的对

比，这样对孩子内心的伤害是巨大的。要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既告诉

孩子问题所在，又不打击他的成长积极性，既不能抹杀孩子的成绩，也

不回避问题，要让孩子有个清晰的自我认识，逐步摆脱自满。 

3.2 帮助孩子建立适切的朋友圈，引导孩子与优秀人做朋友 

孩子有自满情绪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参照物较小，建议家长可以引

导孩子多读读名家的书籍，看看伟人成长的足迹，同时帮助孩子建立适

切的朋友圈，与优秀的孩子为伍，在与一些品学兼优孩子交往的过程中，

自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从而潜移默化激发内驱力，进

而促进自己的不断努力、不断超越。 

3.3 给孩子积极的榜样激励 

环境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对孩子而言，家庭的生活环境，班级

的成长环境，小伙伴之间的交流环境都会影响他的成长，正因如此，积

极的发挥孩子榜样的引领作用，会对孩子的成长起到正面的影响，通过

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激励，加上榜样的引领，对孩子的成长不仅有参照物

可以对照，更有一定的精神引领。 

3.4 家长以身作则，不断激发内在潜能 

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导师，也是终身的导师，在孩子成长的过

程中要想孩子不自满，家长首先要不自满，做一个有追求的人，会对孩

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潜移默化会浸润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足

以开启孩子内在的、潜在激能，激发内驱力，并 终通过努力不断完成

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可以说，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性是任何他人教育都无法替代的，

也是任何外在教育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

做一个智慧的学习型的家长，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开启孩子的幸福成长

人生。 

孩子的成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但家庭教育却是孩子成长

的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做得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孩子的生命成长质量。

只有科学养育、智慧引领，才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建立积极的正能量

的家庭教育场域，形成积极的教育效果，并 终作用于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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