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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是学生最早接触的环境，对学生自我意识与人格特质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家庭结构、

家庭氛围、家庭教育理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都对学生的成长过程以及心理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

这些影响不仅包括积极影响，还包括一些消极影响。因此，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需要及时消除家庭

教育的误区，为学生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本文从分析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家庭教育误区入手，

针对存在的误区，探究了一些消除家庭教育误区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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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Family Education Affect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Thei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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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mily is the environment that students first come into contact with,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self-awarenes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atmosphere, family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a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growth 

process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cluding not only positive effects, but also some negative 

effects. Therefore,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ime and create a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student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that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iming at the existing misunderstandings, it explores som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eliminate the family education 

mis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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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

阶段，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教育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家庭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潜

移默化、日积月累的，要消除家庭教

育的误区，需要家长积极转变教育理

念，配合学校教育，共同完成对学生

的培养。纵观当前家庭教育情况来说，

学生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的消极影

响，只有正视误区，探究有效的更正

策略，才能够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

创设良好环境。 

4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高职院

校开展时尚健身舞这一体育项目是符合

高校体育改革要求的行为，有利于培养

学生基本体育锻炼能力、审美能力和交

际能力，使得学生全面发展。从长远意

义上看，有利于推动形成全民健身、全

民运动的良好氛围，在全社会形成体育

锻炼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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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家庭

教育误区 

1.1家庭教育观念的错误 

受应试教育以及传统的教育观念的

影响，大部分的家长都十分重视孩子的

学习成绩与衣食住行，却对孩子的心理

健康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有所忽视，只

是按照自己所知的规范去要求孩子，从

而使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出现了一些偏

颇。在对孩子进行行为规范的培育时，

一些家长甚至采用一些较为简单粗暴的

手段进行，这对孩子健全人格以及心理

健康教育都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特别

是在新时代背景之下，父母与爷爷奶奶

通常都是共同给予孩子教育的，父母与

老一辈的教育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分

歧，这就使得孩子接受的教育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导致孩子出现矛盾心理，

这对学生的人格形成与修养是较为不利

的。家庭成员对学生的高期望与高要求

是违背了学生的成长规律的，并不利于

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1.2家庭成员工作繁忙无暇顾及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工作节奏逐

渐加快，父母的工作压力也相应的增大，

这就导致很多家庭的父母忙于工作而对

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一定的疏忽。

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条件较差的学

生，父母的工作压力大，疏于对学生的

管教，给学生提供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环

境也较差，使学生的性格逐渐变得懒惰、

散漫，这对学生今后的成长与生活都是

具有较大影响的。家庭教育是学生性格

以及心理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身为家

长，应当充分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即使工作再为繁忙，也应该抽出一定的

时间来陪伴孩子，让孩子能够健康快乐

的成长。 

1.3家庭教育环境的不利因素 

家庭教育的重要环境影响因素就是

父母之间的关系与亲子之间的关系。学

生在不够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暴力手

段的教育方式之下，极易形成不良的心

理，这对学生良好人格的形成是非常不

利的。在缺乏温度的家庭教育环境中，

还容易导致学生出现性格扭曲，情感冷

漠，性格暴躁的心理，情节严重的话，

甚至会造成失足。除此之外，父母之间

的关系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成长也有很大

的影响。对于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父

母离婚等家庭结构的变化，如果无法悉

心的与孩子沟通交流，会使得学生容易

形成敏感、自卑、孤僻的心理，难以与

人很好的进行相处，这对学生的心理健

康成长是十分不利的。 

2 消除家庭教育误区的有效

策略 

在小学阶段这个学生人生观、世

界观以及价值观形成的重要的阶段，

需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从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学两个层面入手，加强沟通，

相互促进，进而走出家庭教育存在的

误区，寻找到对学生施行心理健康教

育的 佳方式，让学生能够得以健康

快乐的成长。 

2.1家庭层面 

2.1.1营造温馨民主的家庭环境 

家庭内部整体的情感氛围对学生的

成长是具有较大影响的，营造温馨民主

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学生的个性以及创造

力充分发挥，进而使学生能够得到身心

的健康成长。温馨的家庭环境的营造方

式相对较为简单，父母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做到尽量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对

于与配偶之间存在的矛盾，不应该把孩

子牵扯其中，而是通过积极的沟通解决。

对于与孩子之间的相处，要做孩子的朋

友，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育与指导，这

样会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挫，产生自我怀

疑。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家长应当以情

感教育为主，潜移默化的进行引导，而

不是雷令风行的责令与呵斥。民主家庭

氛围的营造难度相对较大，父母在这一

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作为家长的组织

能力与创造能力，让孩子具有一定的发

言权，进而锻炼学生的思考能力与培养

学生的判断能力。例如父母可以通过每

周开展一次家庭会议的方式，让孩子对

家庭生活总结，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从而使学生能够进行自主反思，拥有一

定的发言权，逐渐使学生的心理更加强

大坚韧。 

2.1.2充分发挥家长的表率作用 

孔子曾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特别是对于小学生这

一群体，他们的道德意志较为模糊，并且

思想以及行为能力不够成熟，这就使得学

生很容易模仿家长的行为以及言语，所以

说家长自身的行为习惯以及语言习惯对

学生的影响是较大的。因此在家庭生活

中，父母应当意识到学生的思想行为特

征，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加强对自己的

思想道德方面与行为规范方面的要求，做

到言传身教，从而使学生能够潜移默化的

得到品格的修养。 

2.1.3正确对待学生的行为表现 

父母的教学观念需要具有一定的改

观，不能够将重心都放在孩子的学习成

绩方面，要对孩子进行多元化评价，尊

重孩子的兴趣爱好与人格，关注孩子细

腻的内心世界。对于孩子，不要有过高

的期待与要求，而是给予孩子更加宽广

的成长空间。要始终坚信，每一个孩子

都是上天送来的礼物，都具有独属于他

们自己的闪光点，善于发现孩子的优

点，对于孩子的不足要鼓励与帮助改

正，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对学生个人价

值观以及道德品质的培养才是 为重

要的家庭教育环节，需要对此进行加强

培养，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观

念，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从而间

接的让孩子拥有更多的学习热情。不要

随意把对孩子的成绩行为等与他人进

行比较，这很容易挫伤孩子的自信心，

难以快乐的成长。 

2.2学校层面 

2.2.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推进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顺利施行的基础力量，加

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相当于给学生心理

健康的成长进行了基本保障。因此需要

加强教师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使

教师能够更好的理解学生的思想以及行

为特征，对学生施以更加亲切的呵护关

怀。教师可以充分的借助学校教育场所，

开展一系列的，循序渐进的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例如心理健康安全讲座，以及

心理健康知识问答，或者是开设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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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心态，让

学生能够克服内心的心理障碍。 

2.2.2注重学科的教育渗透 

在教学过程中有许多具有教育意义

的环节，而且教材中丰富的知识库也具

有很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效用。教师可以

充分借助课堂教育环节，找到心理健康

教育的突破点，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组

间渗透，进而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

素质以及思想道德素养。在教师有意识

的教学与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之下，学

科教育能够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形成良

性互动，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 

2.2.3加强家校联系，转变教育理念 

学校与家庭是孩子成长 主要的场

所，加强家校之间的联系，多策并举，

协力合作才是消除家庭教育误区，促进

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效的 佳效果。部分

家长对学生的教育观念并未得以及时改

变，身为教师，要更为主动的搭建家校

之间的沟通桥梁，经常交流学生的表现。

在家庭与学校进行良好的沟通的基础

下，双方积极配合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从而取得教育方法与节奏的一致性，能

够更好的处理一些相对棘手或者是特殊

的教育问题。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是基础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

成长以及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庭

作为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港湾，其教育方

式对学生成长存在着深远的影响，因此

家长应当重视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培养，积极

进行家校之间的互动，在良性互动与亲

子之间的沟通交流中，逐渐消除心理健

康的家庭教育的误区，为学生的的身心

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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