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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小学生挫折的成因与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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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小学生自杀事件屡有发生#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这些孩子心理脆弱%意志力薄弱%责任心缺乏%外界压力大以

及整个社会缺乏对小学生挫折教育关注'小学生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健康成

长是关系我国命运的大事#因此#对他们进行挫折教育迫在眉睫'而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方合力#

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小学生挫折教育#建立全方位的挫折教育网络#方能有望实现小学生抗挫折能力的最大化'

关键词!小学生&自杀&挫折&挫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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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小学生自杀事件屡有发生#许多小学生

在遇到挫折打击时不知所措#有的甚至为逃避现实

而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这些恶果与孩子在成长过

程中缺乏挫折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拯救我们的教

育与孩子+成了中国人共同的呼声#然而#这样沉痛

的呼声并未得到现实的回应#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仍

在离我们而去#这让我们不得不彻底检讨当下的教

育方式'人才是一切竞争的关键#而挫折是培养人

才的*磨刀石+#正确应对挫折是教育成功的必备元

素之一'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是家长对小孩呵护过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甚#孩子仅需努力读书换取好成绩#其余的均由家长

包办#着实曲解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精髓'小学阶

段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期#然而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

今天#分数聚焦了所有的眼光#以至于孩子心理素质

等其他方面的培养得不到应有程度的关心#以至于

孩子在遭遇挫折时惊慌失措#无法应对'此外#我国

如今较多小学生的成长环境优渥#甚少遭遇挫折#即

使有也被*万能+的父母挡在了圈外#这导致孩子接

受挫折训练的机会大减#让其在遭遇挫折时手足无

措甚至消极逃避'故此#对小学生进行挫折教育是

促使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承

继人的必由之路'

二&引发小学生挫折的因素

*挫折是指人们在某种动的推动下#在实现目标

的活动过程中#遇到了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是无法克

服的障碍和干扰#使其需要或动机不能获得满足时#

所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

5

#

6

!B&

'!挫折

情绪反应见表
#

"

表
#

!

受挫情绪反应"

!

#

情绪 具体表现 情绪 具体表现

焦虑

焦躁不安&畏惧%丧

气%自 悲&莫 名 其

妙%难以理解

退化

批评与埋怨&优柔

寡 断&工 作 效 率

降低

退缩 冷漠&幻想&依赖性 固执
惊慌失措&破罐破

摔&强迫症

攻击

直接攻击&转向攻

击!寻找替罪羊%迁

怒他人%迁怒自身"

其他
缺乏安全感&多疑&

逃避&自戕

!!

在日常生活中#引发小学生挫折的因素多种多

样#程平源副教授在根据
!"#&

年统计数据的实际

情况#调查将中小学生的自杀成因分为家庭冲突%师

生冲突%学业压力%网络影响5

&

6

#这些也构成了小学

生挫折的来源#当然#小学生产生挫折也有自身的因

素#但孩子毕竟还小#在教育方面还需要成人的引

导#因此自身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到家庭%学校

和社会的教育失误中'

'一(家庭因素

#>

包办溺爱'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特*

A@!@

#

+型的家庭普遍可见#形成
$

个长辈独宠一个孩子

的现象#这种*父辈多%子辈少+的现象使得家长对孩

子几乎千依百顺#这易导致孩子自小就被娇生惯养#

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稍不如意就闹得鸡犬不宁&还有

的孩子因为从小被家长包办而变得优柔寡断%懦弱%

依赖心强%意志力薄弱和心理脆弱#他们无法离开家

人的呵护#不能独自行动&此外#严重的自我中心易

导致孩子缺乏责任心#在遇到事情时习惯性地推脱

责任'

!>

家庭冲突'首先是期望冲突'父母过度关注

孩子学习成绩#给孩子施加了巨大的无形压力#学生

时常无法达到父母的期望#*别人的孩子+是孩子心

中不可言说的伤#因为父母总是拿来对比#对比的结

果甚至会是一顿棍棒教育'父母*一切为了孩子+的

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种方式实在不敢恭维'因为这

样只会打击孩子的学习以及生活的热情#导致其缺

乏安全感甚至自戕'其次是家庭环境冲突'这种冲

突多来自单亲家庭以及父母关系不协调的家庭'单

亲家庭主要是是缺位教育导致冲突#而充满谩骂%诋

毁及攻击的家庭环境会导致孩子孤僻敏感%焦略甚

至痛苦不安'此外#家庭中经济贫乏导致父母在一

定程度上无法满足孩子的需要时#也会导致孩子在

小伙伴面前产生自卑和挫折'

'二(学校因素

我国学校挫折教育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中

国教育发展报告!

!"#A

"-蓝皮书中#收录了一份有关

!"#&

年中小学生自杀情况的研究报告发现#学生自

杀的主要原因是学习压力过大#激烈的竞争坏境导

致学生倍感压力#一旦成绩不如意便倍感沮丧#甚至

一蹶不振'因此#孩子很大一部分的挫折来自于

学校'

#>

单一的评价方式'*教育贯彻思想的片面化#

使得学校教育重知识灌输#轻能力训练&重智力%分

数#轻情感意志+

5

A

6

'应试教育远没成为历史#它仍

然是素质教育的*外衣+下跳动的*心+'在应试教育

模式下#学校以学生成绩评价教师#而教师倍感压力

的同时将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分数至上#其他都输

浮云'这使那些所谓的*好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

己#发展不均衡且自以为是#听不进他人的意见&这

样的评价方式也导致成绩偏差的学生成为教师厌

弃%冷漠的对象#这易导致他们*破罐子破摔+甚至一

蹶不振'这种评价方式犯了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

错误#在学校和教师片面追求分数的大前提下#学生

的品德发展%身体健康%心理卫生与人格完善等常被

忽视'

!>

特殊教育的缺失'所谓特殊儿童#并不单指

残疾儿童#在更大范围上#它还包括留守儿童%单亲

家庭的孩子或者父母双亡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的孩

子以及遭受天灾人祸!如遭遇地震%洪涝%雪灾%干旱

等"的学生'所有这些会对儿童的身心造成较大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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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如不能及时抚平创伤#易导致儿童自闭%冷漠%多

疑等性格的形成'如在地震中失去父母亲的孩子会

不能承受突然失去家庭的关爱#成为了一个孤儿的

事实#前后经历的对比会让他们无助#迷茫#甚至不

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残疾的孩子无法接受这样

一种无情的事实#他们会变得脾气暴躁%敏感%自卑

甚至是轻生&地震会对孩子造成各种心理阴影#比如

有被掩埋在黑暗中的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

良影响#比如畏惧黑暗%没有安全感等心理疾病'所

有这些孩子的心理均较为敏感脆弱#他们容易形成

孤僻的性格#不愿与人交流交往#防备心理强#难以

成为集体的一员#在学校没有安全感与归属感'而

学校教育中对这些儿童的关注不够#没有为这些特

殊的儿童配备相应专业的老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

等#学生心中的郁郁得不到抒发#便会逃避%破罐子

破摔#甚至是自戕或厌世'

'三(社会因素

#>

城市化的弊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剧在提

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阻隔了交流'*有研究证

明#生活于高层建筑中的儿童#其社会交往能力明显

低于同龄儿童#因为其与他人的交往极少#尤其是与

陌生人交往的经验几乎为零#导致他们在没有熟人

陪伴的时候畏首畏尾%缺乏安全感&此外#长时间观

看电视#导致儿童缺乏社会性#过早成熟化和消极地

模仿+

5

%

6

'此外影片中一些不良现象会对孩子造成

消极的影响#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这些不良风

气*教育+孩子金钱至上#崇尚不劳而获#丝毫不愿努

力实干#这样在生活中经常被他人排斥#从而产生挫

折感'

!>

虚拟网络误导'虚拟的网络世界营造了一

个可以让任何人去创造一切的游戏#在那个世界里#

游戏者可以肆意妄为%不被约束&可以是受人敬仰%

拯救世界的英雄&也可以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主

角+#他们在那里是主宰#有着无比的优越感和自豪

感'因此对一些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不顺的小学生而

言#虚拟的网络世界是他们的救赎#是他们逃避困难

和压力%获得满足感的最好场域#也是他们对抗现实

世界的一种方式'长此以往#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

的巨大落差会导致孩子不能承受任何的指责与

不满'

三&小学生挫折教育策略

挫折教育是以陶冶人生%激励人生%磨练人生%

指导人生为目的#旨在提高对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适

应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的能力#以期激发自身潜能#战

胜挫折的一种教育'江泽民曾题词勉励小学生$*自

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5

#

6

A

'小学生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肩上的重

担导致其人生之路不可避免的遭遇挫折#所以对他

们进行挫折教育至关重要#锻炼他们的心理承受能

力和适应能力#促进其健康成长#使其在未来的路上

能够坦然面对挫折并战胜挫折#挑起社会主义建设

的大梁'要增强抗挫折能力#主观调试是必不可少

的一环#由于孩子的年龄限制#很多时候无法正确认

识自己%评估自己和塑造自己#需要教师以及家长从

旁点拨与帮助#可归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因而不

对其单列介绍'

'一(小学生家庭挫折教育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学堂#*对子女形成健全的

人格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56#但

也因此成为孩子挫折的高产地#因此#家庭挫折教育

至关重要'

#>

情境磨练法'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

*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的爱不够#子女就会感到痛苦#

但是过分的溺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感情#却会使子

女遭到毁灭+

5

%

6

A%&

'父母永远没有办法代替还子去

完成他们的人生#因此孩子需要自己学会走路与奔

跑'坚强的意志力#是人生的一笔*巨款+#因此#在

孩子的习惯%性格形成之初就应该开始注意培养孩

子的意志力'对于小学生来说#情境创设主要是指

在亲子游戏中#父母可适当给孩子创设一些*难题+&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情境时会有意识地鼓励孩

子去尝试克服'在这些*难题+或*情境+中#孩子必

须做出较大努力才能完成任务或克服困难#以此来

锻炼%培养孩子的意志力和毅力'但是要注意难度

应在孩子*最近发展区+范围内'

!>

耳濡目染法'即通过父母生活中的一言一

行#对待挫折的态度%反应等会对孩子形成潜移默化

的熏陶和影响'孩子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斯特娜

夫人说$*孩子一切良好习惯的形成#完全靠父母的

榜样的力量+

5

$

6

&FF

#在面对挫折时#孩子通常会模仿

或复制家长面对此类情景的做法与态度'如果家长

在遇到困难时软弱%沮丧%破罐破摔#甚至产生攻击

行为#这将导致孩子遇到挫折也会有样学样#消极应

对甚至逃避挫折'洛克曾经说过$*没有什么事情能

像榜样那样#能够温和而又深刻地打入人们的心

里+

5

$

6

&FF

'因此#*做父母的以身作则#在儿童教育上

有极大意义+

5

C

6

'孩子观察着父母的一言一行#也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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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和学习着这些行为和态度#因此#父母须时刻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恰当'此外#孩子的感觉颇为

敏锐#能*嗅出+氛围中极微妙的变化#因此#互敬互

爱%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是滋养孩子健康成长的

沃土'

&>

图文熏陶法'不要给孩子讲大道理#尤其是

低年级的孩子#他们根本不愿意听#也听不懂'所以

在孩子遇到困难时#我们要选择孩子喜欢的方式来

教育孩子'比如利用动漫%神话故事%儿童娱乐节目

中相关的内容来教育孩子'但是#图文的内容要与

小学生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此外#切忌用幽灵%鬼怪

之类的故事教育孩子'如我国的,董存瑞-,焦裕禄-

,雷锋-#国外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

A>

鼓励保护法'所谓鼓励保护法#是指用鼓励

而非批评打击的方法达到教育的目的'比如在背诵

课文孩子总是记不住的时候#不要对他说*你怎么那

么笨啊#就这么几句话#其他同学都一会儿就背好

了#你脑子是浆糊的吗/+之类打击伤害孩子的话#而

应该对她说$*你看#之前的某一篇课文那么难你都

背出来#老师相信只要你愿意去背#你一定能做好

的0+实践证明#正向的期待能使孩子迅速安抚孩子

的受挫心理#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另外#不论家庭经

济状况好坏#都要努力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

自恃身份#也不盲目攀比'可以通过鼓励孩子通过

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来赚取零花钱#让孩子感受赚

钱的不易#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身体#并学会努力

节约每一分钱和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二(小学生学校挫折教育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

建议-中曾经指出$*关心儿童健康#是教育者的最主

要的工作'+

5

B

6这其中当然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

素质训练'目前#学校要把心里挫折教育落实到实

处应考虑以下几点$

#>

开设有关挫折教育的课程或讲座'第一#开

展多种形式挫折磨练'良好的抗挫能力是竞争胜利

的关键#因此学校应开设挫折教育课程或讲座#因为

系统有效的挫折教育理论能让学生更加了解挫折的

相关知识#也就是说要有挫折的心理与意识#以及具

备应对挫折的相关方法与技巧'第二#情景演练'

人们应对挫折的承受力和适应能力可以通过挫折情

境来提高#给小学生创设一定的挫折情境#通过角色

扮演或者情景体验来提高其抗挫能力'第三#挫折

磨练'现实的磨砺亦是不可或缺的#虽然现如今因

为安全等问题#学校对于学生实施封闭式教育#扼杀

了在野外活动!如登山%春游%徒步旅行等"中磨练学

生耐受力的机会#但可以在学校范围内为学生创造

挫折情境#比如$军训%运动会%体育课等来训练其行

为#磨练其意志%锤炼其品质'

!>

借助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时势造英雄#总

有那么一些人物#会在逆境与动荡中脱颖而出#成为

时代的佼佼者#成为我们心中不灭的明灯#指引我们

前进'榜样的力量难以估算#善用榜样的教师必能

将挫折教育较好的融入课堂'第一#古今中外名人

抗挫折事迹'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见挫折是成

功的必经之路#如霍金%贝多芬%司马迁%海伦凯勒以

及张海迪等人艰难的成功之路#这些人物的励志故

事必能鼓舞学生在人生路上披荆斩棘#开创辉煌的

人生'第二#善用教材中挫折事例'教材里的课文

都是精挑细选的佳作#隐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

,打不垮的信念-中的谈迁&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

照读&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窃读-中的小读者

等'第三#身边鲜活的榜样#如熟悉的人抗挫折的故

事'假如班上有同学克服了什么挫折#教师也要及

时给予表扬#并以此为事例#引导其他同学'这些都

能激励学生去提升自身抵抗挫折的能力'

&>

提高孩子的成就需要'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

较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与改善#按理来说孩子的成

就需要也应水涨船高#然而已有研究却表明事实并

非如此&*在调查群体中#

$"a

以上的学生没有学习

动力#有较强成就需要的仅为
#!>Ba

&且
BB>Aa

的

独生子女具有攻击性#易怒#记仇等不良倾向+

5

F

6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这一代孩子的成长可谓

顺风顺水#没有经历过大的磨难#各种需要得到极大

满足#让他们误以为不需要努力#也可以生活的无忧

无虑#所以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学校应尽可能给孩

子设立一些他们*跳一跳+可以达成的目标#让孩子

通过克服一些小困难获得成功的体验#这种凭借自

身努力获得成功的喜悦感会刺激孩子更加努力去争

取更大的成功'此外#学校可以适时适当地举办一

些单人和团体游戏活动或者比赛#竞争对手的存在

往往能激发学生求胜心和奋斗的激情#这种激情会

让他们学会与他人合作%克服困难'此外#在这些活

动中#孩子们也能发现自身的优势与缺陷#更加正确

地认识自己#还能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尤其

对于那些平时不愿与人交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让

他们走出自己孤僻世界的好机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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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代芬#陈科良$试论小学生挫折的成因与教育策略

A>

改变评价方式#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

校应以多元化指标评价教师的成就#而不是仅以学

生的成绩#这样#教师在评价学生的时候也能更多地

关注学生学习成绩以外的东西#比如还子的兴趣爱

好%特长%品德以及心理健康等'只有做到这一点#

在评价学生时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人+#而非一台

只懂输入与输出的*记忆机器+'此外#孩童时期的

心理健康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

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的能力+

5

#"

6

'现如今小学生承受

挫折的能力弱#遇上稍难的挫折就会感到恐惧%彷徨

和不知所措'因此#我们在关爱小学生身体健康的

同时#更要呵护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学校可以适

当设置一些心理健康课程#让教师和学生均认识到

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心理问题

宜疏不宜堵#学校还应设有心理咨询站#帮助需要的

学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扰#诸如考试焦虑%成绩下

降%与同伴交往障碍等问题'也可以定期推出相关

宣传漫画#帮助学生了解应对日常生活中常见挫折

的方法'而我国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挫折教育方面基

本上还是空白的#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社会挫折教育

#>

提供设施与空间#增强孩子交往能力'现在

条件一般的小区缺乏给孩子玩乐的场所与设施#孩

子在家附近没有*施展+的空间#而去相距较远的地

方玩耍父母也不放心#从而导致孩子只能呆在家里#

与电视和网络为伴'若能在每一个小区都为孩子提

供一些活动的场所#如篮球场地%建设设施或者一些

儿童游乐设施#让孩子可以与自己的小区里的同伴

在那里玩耍#增强孩子的交往能力'此外#也能让孩

子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从而远离网络#远离孤僻与

苦闷'

!>

清整网络#为游戏设限'小孩子的识别能力

差#因而很多时候分不清虚拟与现实的差异'因此#

网络上很多的游戏并不适合小学生#国家应该重视

对这些网络游戏的清理整顿#为网络游戏设限#禁止

青少年儿童参与'此外#还应加强宣传与教育#让家

长%教师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知道这些游戏的弊端#从

而有意识地阻止和教育学生远离这些游戏#同时引导

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找寻其他更为有趣的

替代品将孩子的注意力从网络世界中吸引出来'呼

吁和督促父母多抽时间陪伴孩子#比如去游乐场%看

电影%逛书店等#总之#不要留给孩子太多空余的时

间#让他忙碌起来#自然不会花太多心思在网络上'

&>

建立全方位的挫折教育网络'*逆境出人才+

说明逆境是成功路上的炼金石#而人才是一切竞争

的关键'美国以立法的形式#帮助和鼓励学生自力

更生#磨练其意志&日本的*野外文化教育+提高学生

在大自然中和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这些都值得

我们学习与借鉴'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展示现实社

会问题与困境#诸如臭氧层稀薄%雾霾肆虐%全球变

暖等#鼓励孩子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有益于社会问

题解决的事#也可以通过一些公益活动#激发学生的

主人公意识'小学生的教育关乎其一生#全社会都

应倾力而助#建立了全方位的社会挫折教育#形成了

逆境成才的社会风尚#小学生承受挫折能力弱的问

题才能得以解决'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任何事情

的成功均需要经历一番磨难#只有经受住磨难#方能

立足于世间'因此#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应联合起来

全方位对小学生学生进挫折教育#提高小学生适应

挫折%抵抗挫折和应对挫折的能力'教育是个系统

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方共同合力#建立

起全方位的挫折教育网络#为孩子铺就一条通向未

来美好生活的*试炼之路+#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培

养优质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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