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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他们成长路上重要的课程，我们尝试在从生命成长教育出发，让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沐浴阳光，助力成

长：安全教育微情境，角色扮演为生命成长助力；情绪管理微世界，敞开心扉为生命成长架桥；认识自我微觉察，接纳自我为生命成长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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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

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什么是生命教育？苏州大学朱永新教授等所倡导的新生命教育认为

人的生命有三重意义，即自然生命(身体、组织、器官)、社会生命(个体

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和精神生命(情感、思想、观点、信仰)，它们

分别构成了生命的长、宽、高。拓宽生命的长宽高要从安全与健康、养

成与交往及价值与信仰三个方面的教育来完成。根据小学生喜欢团体活

动的特点，我们尝试在小学生最喜闻乐见的微队课中融入生命教育，发

挥微队课“小”“快”“灵”的优势。 

1 安全教育微情境，角色扮演为生命成长助力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心理健康教育坚持立德

树人、育人为本，注重学生心理和谐健康，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心理健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努力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各种需

求，为每一个儿童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生命教育的第一重意义是自然

生命，这是我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先决条件。我们用心理健康教育呵护童

心，助力成长，安全是儿童成长的首要保障，安全教育要为儿童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对于小学生来说，其安全教育的内容有：防范意识、衣食住行的安

全禁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基本伤痛的处理能力、依法进行自我保

护的能力以及制止犯罪的必要对策。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出发，我们

的安全教育，指的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增进学生的安全意

识、安全知识以及安全技能的教育活动。小学生获取安全知识、技能的

主要途径是学校的安全教育、家庭的安全教育和社区的安全教育，而我

们的学校教育担当着主要的教化角色。 

如我们解读一年级《注意安全，爱护自己》一课的教学，将其中的

情境讨论和角色扮演环节单独列出来，用晨会的十分钟时间开展个安全

教育的微队课，希望借助讨论和角色扮演，能够让儿童巩固队安全知识

的认识，增加积极应对的感性体验。其中一个情境创设，我们事先邀请

了学生不熟悉的高年级老师来扮演陌生的阿姨，来教室告知丫丫，她的

父母突然有事，请阿姨带她出校园到车站与父母汇合。这个情境的创设

很有现场感，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这个时候老师没有让丫丫立即

跟着阿姨走，而是请全班小朋友一起讨论，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做？

四人为一小组，商量出办法，并且进行扮演。小朋友之前有观看过相关

应对陌生人来访的安全小视频，结合家长平时在家里对孩子进行的安全

教育，也就是他们虽然才上一年级，也还是有一点安全防范意识的，能

够在和同学商讨后给出比较具体的办法。几分钟的讨论，孩子们分组扮

演，有的提出请老师当场给家长打个电话，核实情况；有的说自己与家

长平时有约定的暗号，要先和这个阿姨对一下暗号；有的直接问阿姨自

己父母的长相、工作以及今天的穿着等；有的说自己的父母工作比较特

殊，平时自己都是爷爷奶奶来接，所以阿姨来传递消息不符合家里的情

况，父母要是真的又事情，首先应该联系的是自己的老师，还有自己也

有电话手表，没接到父母的电话，所以不能跟阿姨走……孩子们不仅有

情境表演，还有与其他同学的互动，在这样的角色扮演中，孩子们就真

正学会了应对陌生人来访的方法，学会了自我保护。孩子们的表演与发

言，我们用微视频的方式录制下来，作为资料保存。 

作为这一课学习的延伸，我们还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认识安全标志，

采访交警叔叔，举行安全知识竞赛，真正将安全教育落实到日常的生活

中，让他们调动生活经验，积极思考，亲身体验，有效掌握安全知识技

能。 

2 情绪管理微世界，敞开心扉为生命成长架桥 

在小学阶段，是情绪、情感赋予了这一特殊时期的主角——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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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色彩斑斓的生活，领略着人生百味。小学生处于初探人生规则、初

识人生百味的时期，他们的情绪、情感有着明显的年龄特征：情绪的稳

定性逐步增强，情绪的丰富性不断扩展，情绪的深刻性不断增加。这个

阶段，我们需要引导学生通过眼睛去观察了解他人的情绪，通过他人的

眼睛去推断他人的情绪。情绪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不同事件的刺激，会

给孩子不同的情绪体验。 

在《情绪小世界》这一课的教学中，我们尝试用学生最喜欢的游戏

方式来让学生体验各种情绪，并且充分表露出来，敞开心扉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种战胜自我情绪的策略，生命的成长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小游戏需要准备两个盒子，一盒是空的，一盒里面有只小鸭子，告

诉学生老师有礼物要送给大家，礼物都装在盒子里，需要大家自己去取。

然后请两位同学分别从两个盒子里取礼物。这个过程引导学生体验情绪：

被点名领取礼物，什么情绪？想知道里面有什么礼物，又是一种怎样的

情绪？（好奇、激动、着急……）伸进盒子前，交流此刻的情绪（紧张、

期待）；手触摸到礼物，什么情绪？空盒子那个是疑惑，还有一点紧张，

小鸭子那个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拿出礼物，水落石出时候，是怎样

的情绪？惊喜，失落……这个游戏过程中，我们既让游戏体验者说出自

己的情绪，也请观察者通过观察游戏者的表情来猜测他们的情绪，也就

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的情绪体验中来，知道情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是陪伴我们成长的。 

情绪小世界，游戏可以体验，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情绪就不是游戏，

很多情绪不可逆，我们需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学习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让情绪管理为生命成长搭起一座彩虹桥。 

3 认识自我微觉察，接纳自我为生命成长铺路 

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儿童和青少年自我教育的基础，关系到儿童良好

行为和个性品质的形成，对儿童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小学生的自我意识正处于客观化时期，这个时期我们需要帮助学生

全面了解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在一年级《我长大了》这课的教学中，

我们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培养健康的心理品质。小

学生都喜欢听故事，特别是故事中还能够有自己熟悉的角色或者人物，

他们就更感兴趣了。我们先在黑板上写上班里“王 xx”的名字，让同学

一起喊出这个名字，并且提问：“这是王 xx 吗？”学生齐声回答是。我

在黑板上写名字的地方用力一拍，说：“王 xx，我打你一巴掌。”然后

转身问：“王 xx，你疼不疼？”王 xx 笑着说，不疼。我又在黑板上写

名字的地方用力一敲，说：“上次的力气小了，这次我狠狠地打他一

拳……，王 xx，你疼不疼？”全班同学大笑，说不疼。这个时候让学生

认识到黑板上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所以不疼。真正的王 xx 坐在教室里，

大家观察一下，用笔画画他的样子，说说他身高、体重、五官、皮肤、

头发等等。然后告诉学生，这是生理中的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人会因为个子矮而苦恼，有人可能因为身材好而骄傲，有人可能因为

疾病而郁闷，有人可能因为健康而微笑……生理和我们息息相关，影响

着我们的心理。 

仅仅认识生理上的自我还不够，我们通过故事继续认识心理上的自

我，这个借助绘本《我是……》，一边看绘本，一边了解到我们要认识

自我，需要不断的内心发问，内心思考，内心剖析，有时候还会经历痛

苦和折磨，才能发现、认识真实的自我。 

顺其自然，有了前面两个故事的铺垫，学生就可以进行“自己讲自

己”的活动了，每个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候，都是要直面生理、心理

上的自我，直面自己的成长经历，说出来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接纳，

本身也是这一种生命的成长。 

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部分，

生命的成长需要更多的阳光照进儿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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