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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展画

联合国曾经对“健康”作过一个定义 ，即健康的标准除了身体健康

外 ，同时还必须是心理健康 。身和心是一个整体 ，不仅相互依存 ，而且相

辅相成 。

自古以来 ，国人就十分看重身心之间的关系 。 枟路史 ·阴康氏枠曾有

记载 ，说的是在尧的时代 ，河水泛滥 ，水灾四起 ，“阴凝而易闷 ，腠里滞著

而多重膇” ，于是 ，为了强身 ，“乃制之舞 ，教人引舞以利导之” 。就学校教

育而言 ，最初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成长 ，中国最早的教育不仅是以

“乐”为基本内容 ，也是以“乐”为主要途径 ，近世有学者认为 ：“通检三代

以上书 ，乐之外无所谓学”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学校完全成为“读

书”的场所 ，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渐次被忽视 。

随着经济社会有不断发展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有识

之士开始认识到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改革开

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

校普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

强调 。 ２００１年 ，省教育厅成立浙江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全面推进

我省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而标志着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设在

我院 ，作为全省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业务指导单位 。

十年来 ，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具有心理健康教育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教师 ，初步满足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师资的需

求 ；我们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网络 ，创造性地推出了诸如

心理活动周 、同伴心理辅导 、校园心理剧等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 、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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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载体 ；我们动员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以敢为

人先的精神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 、内容 、途径进行科学的探索 ，定期组

织科研与教学成果的评审 ，初步形成了我省以心理健康教育科研成果 、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设计和个别辅导方案设计三大类别为主干的成果

展示平台 。十年来 ，在没有编制和专项经费的情况下 ，我们克服了种种

困难 ，使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跻身全国的先进行列 。

一路走来 ，我们可以说四个字 ：问心无愧 。值此十周年之际 ，我们

将我省心理健康教育的十年成长史浓缩为“十年磨一剑”这套丛书 。丛

书共分三册 ：管理篇包括两份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报告以及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出台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 ，同时还介绍了我省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的一些重大活动 ；成果篇精选了十年来全省心理健康教育“优秀

科研成果” 、“优秀辅导课设计方案”和“优秀个别辅导方案”评比（简称

“三优评比”）中的部分获奖成果 ，它们是广大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成长痕迹 ；经验篇总结了我省十年来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 ，并且呈

示了各地在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形成了特色迥异的典型经验 。

教育是阳光下的事业 。教育要培养一代阳光学子 。为之 ，我们矢志

不渝 。

·２·



目 　 　 录

● 优秀科研成果 ●

小学生良好伙伴关系构建的研究 戚柏荣（ ３ ）⋯⋯⋯⋯⋯⋯⋯⋯⋯⋯⋯⋯⋯⋯⋯

城镇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化的实践研究 周丹霞 　姚旦旦等（３２）⋯⋯⋯⋯⋯⋯

关注学生交往能力的培养 ———小学“团队游戏”课实践研究 全 　力（４６）⋯⋯⋯⋯

高中学生恋爱现状调查与教育对策 邢 　锋（５６）⋯⋯⋯⋯⋯⋯⋯⋯⋯⋯⋯⋯⋯⋯

中学生的犯罪行为与预警策略研究 葛锦文（６３）⋯⋯⋯⋯⋯⋯⋯⋯⋯⋯⋯⋯⋯⋯

３ ～ ６岁寄宿制幼儿情感需求发展的实践与研究 郑文丽 　潘雪梅（７１）⋯⋯⋯⋯⋯

“胖妈妈”QQ 热线化解职校生心理阴霾
　 ———职校生心理健康教学的实践研究 邵莉 　张武剑 　郭治（９１）⋯⋯⋯⋯⋯⋯

重点高中学生学业成绩 、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启示 陈丽丽（１１３）⋯

读书治疗促进小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实践研究 金建光 　林秀萍（１２１）⋯⋯⋯⋯⋯⋯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人格的关系研究 骆鹏程（１２９）⋯⋯⋯⋯⋯⋯⋯⋯⋯⋯⋯⋯⋯

中小学校园心理剧的剧本写作探索 钱玉琴（１４８）⋯⋯⋯⋯⋯⋯⋯⋯⋯⋯⋯⋯⋯⋯

高中生生涯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的实验研究 吴炳进 　黄海彬（１５８）⋯⋯⋯⋯⋯⋯

普通高中学生学习心理调控对策研究 林耕波（１７１）⋯⋯⋯⋯⋯⋯⋯⋯⋯⋯⋯⋯⋯

让幸福阳光充盈每个儿童的心灵

　 ———建构多维互动的儿童幸福感培养策略研究

　 李武南 　邵彩仙 　周昊天（１８１）⋯⋯⋯⋯⋯⋯⋯⋯⋯⋯⋯⋯⋯⋯⋯⋯⋯⋯⋯⋯

● 优秀辅导课设计方案 ●

一个家 、两代人 钱 　珺（１９５）⋯⋯⋯⋯⋯⋯⋯⋯⋯⋯⋯⋯⋯⋯⋯⋯⋯⋯⋯⋯⋯⋯

学会合作 　体验成功 章佳蕾（２０２）⋯⋯⋯⋯⋯⋯⋯⋯⋯⋯⋯⋯⋯⋯⋯⋯⋯⋯⋯⋯

嫉妒心理 高力攀（２０６）⋯⋯⋯⋯⋯⋯⋯⋯⋯⋯⋯⋯⋯⋯⋯⋯⋯⋯⋯⋯⋯⋯⋯⋯⋯

驾驭心灵 ，笑迎明天 ———积极的心理暗示辅导 戴婷婷（２１１）⋯⋯⋯⋯⋯⋯⋯⋯⋯

你的友谊之花美丽吗 杨青青（２１９）⋯⋯⋯⋯⋯⋯⋯⋯⋯⋯⋯⋯⋯⋯⋯⋯⋯⋯⋯⋯

·１·



撕开“自我标签” ，正确认识自我 周巧云（２２５）⋯⋯⋯⋯⋯⋯⋯⋯⋯⋯⋯⋯⋯⋯⋯

巧用“变形计” ，营造美丽心情 黄丽萍（２３１）⋯⋯⋯⋯⋯⋯⋯⋯⋯⋯⋯⋯⋯⋯⋯⋯

“超越”时间 姚 　雁（２３６）⋯⋯⋯⋯⋯⋯⋯⋯⋯⋯⋯⋯⋯⋯⋯⋯⋯⋯⋯⋯⋯⋯⋯⋯

恋爱 ，你准备好了吗 ？ 裘雪芳（２４１）⋯⋯⋯⋯⋯⋯⋯⋯⋯⋯⋯⋯⋯⋯⋯⋯⋯⋯⋯

目标与人生 江锦萍（２４８）⋯⋯⋯⋯⋯⋯⋯⋯⋯⋯⋯⋯⋯⋯⋯⋯⋯⋯⋯⋯⋯⋯⋯⋯

张开隐形的翅膀 张 　婕（２５３）⋯⋯⋯⋯⋯⋯⋯⋯⋯⋯⋯⋯⋯⋯⋯⋯⋯⋯⋯⋯⋯⋯

培养合理的消费心理 秦 　艳（２６０）⋯⋯⋯⋯⋯⋯⋯⋯⋯⋯⋯⋯⋯⋯⋯⋯⋯⋯⋯⋯

众志成城 　你我能行 ———户外心理素质拓展训练 高亚梅（２６８）⋯⋯⋯⋯⋯⋯⋯⋯

难忘初相见 金晶晶（２７３）⋯⋯⋯⋯⋯⋯⋯⋯⋯⋯⋯⋯⋯⋯⋯⋯⋯⋯⋯⋯⋯⋯⋯⋯

我是冠军 陈静环（２８０）⋯⋯⋯⋯⋯⋯⋯⋯⋯⋯⋯⋯⋯⋯⋯⋯⋯⋯⋯⋯⋯⋯⋯⋯⋯

缅怀亲爱的同学 ———危机事件集体减压心理创伤团体辅导 王晓肖（２８６）⋯⋯⋯⋯

面对外号 卢笑影 　程小可（２９０）⋯⋯⋯⋯⋯⋯⋯⋯⋯⋯⋯⋯⋯⋯⋯⋯⋯⋯⋯⋯⋯

为自己喝彩 ———自信心训练 陶 　征（２９５）⋯⋯⋯⋯⋯⋯⋯⋯⋯⋯⋯⋯⋯⋯⋯⋯⋯

● 优秀个别辅导方案 ●

风雨中 ，有些痛 ———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案例一则 林 　莉（３０３）⋯⋯⋯⋯⋯⋯⋯⋯

一个追求完美的女孩 糜云岚（３１０）⋯⋯⋯⋯⋯⋯⋯⋯⋯⋯⋯⋯⋯⋯⋯⋯⋯⋯⋯⋯

新生适应不良 潘婷婷（３１７）⋯⋯⋯⋯⋯⋯⋯⋯⋯⋯⋯⋯⋯⋯⋯⋯⋯⋯⋯⋯⋯⋯⋯

打开心灵之锁 陆怡汝（３２５）⋯⋯⋯⋯⋯⋯⋯⋯⋯⋯⋯⋯⋯⋯⋯⋯⋯⋯⋯⋯⋯⋯⋯

冲出亚马逊 ———初三行为偏差和学习障碍小团体辅导案例 马 　琳（３３２）⋯⋯⋯⋯

一例高中女生失眠症的个案辅导 陈秀娟（３４６）⋯⋯⋯⋯⋯⋯⋯⋯⋯⋯⋯⋯⋯⋯⋯

走出虚拟世界 肖 　岚（３５４）⋯⋯⋯⋯⋯⋯⋯⋯⋯⋯⋯⋯⋯⋯⋯⋯⋯⋯⋯⋯⋯⋯⋯

左脸上有一个疤痕 叶伟军（３６５）⋯⋯⋯⋯⋯⋯⋯⋯⋯⋯⋯⋯⋯⋯⋯⋯⋯⋯⋯⋯⋯

老师 ，你有什么办法让我不想

　 ———一个有强迫观念的学生心理辅导个案 李见雪（３７２）⋯⋯⋯⋯⋯⋯⋯⋯⋯⋯

以爱滋养爱 ———一个缺爱女生的心灵助长之路 周小帆（３８１）⋯⋯⋯⋯⋯⋯⋯⋯⋯

甩掉包袱 　直面自我 　自信快乐地生活 章惠珍（３９０）⋯⋯⋯⋯⋯⋯⋯⋯⋯⋯⋯⋯

她为何选择离家出走 吴晓珠（４０６）⋯⋯⋯⋯⋯⋯⋯⋯⋯⋯⋯⋯⋯⋯⋯⋯⋯⋯⋯⋯

奶奶 ，再见了 ———空椅子技术的应用 郑淑佩（４１２）⋯⋯⋯⋯⋯⋯⋯⋯⋯⋯⋯⋯⋯

我究竟在怕什么 ？ ——— 高中生考场恐惧症的咨询个案 梁 　娟（４１７）⋯⋯⋯⋯⋯

我这样走进他的世界 刘 　遐（４２３）⋯⋯⋯⋯⋯⋯⋯⋯⋯⋯⋯⋯⋯⋯⋯⋯⋯⋯⋯⋯

·２·







小学生良好伙伴关系构建的研究

桐庐第一实验小学 　戚柏荣

　 　 【摘要】 枟小学生良好伙伴关系构建的研究枠（浙江省 ２００１ 年规划课题） ，旨在

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帮助他们建立合作 、竞争 、互补 、互助的良好伙伴关系 ，从而

形成积极向上的班风 、校风 。实验中 ，课题组围绕如何构建小学生良好伙伴关系

这一宗旨 ，从五个方面进行探究 ：小学生伙伴交往心理调查 ；不良伙伴关系的成因

分析 ；小学生良好伙伴关系的构建（包括构建原则的确定 、构建技巧的辅导 、构建

途径的创设等） ；特殊学生的伙伴交往问题及处理 ；学校 、家庭 、社区一体化网络的

构建 。

一 、课题研究的缘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现代学生所能接触的传播媒体（如电视 、电脑 、游戏机

等）越来越多 ，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孩子都无法比拟的更广

阔的世界 。然而 ，实际上他们交往的对象 、游戏的伙伴 、心灵沟通的对象却又十分

局限 。也就是说 ，虽然说信息社会已经到来 ，但这不仅没有绝对扩大孩子的世界 ，

反而相对缩小了孩子的心理空间 ，除了家庭和学校外 ，孩子找不到生活的空间 ，正

在陷入社会性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 。再者 ，现代的小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 ，独

生子女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独” ，这与交往中的“亲和” 、“对话” 、“合作” 、“共生” 、

“互生”等行为与精神有很大的矛盾 。而反思我们教育的现状 ，虽也曾就这一情况

而适时探寻一定的教育方法（如开放的 、民主的 、交往的教育方法） ，但由于众所周

知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化的存在 ，使学生的正常

交往行为在缺乏交往对象 、缺少交往时间和空间的处境中变得越来越少 。然而学

生良好的社会性人格特征（如人际智慧 、人际关系 、乐群性 、宽广的胸怀 、活泼开朗

的性格 、亲友 、合作 、分享 、共享等） ，是通过与他人尤其是伙伴交往发展起来的 。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只有当孩子有了自己的真正的朋友 ，有了自己的交往圈子 ，孩子

才会有对生活经历更丰富的体验 ，才会有交往的快乐 ，才能有相对成人的独立性 ，

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化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提出小学生良好伙伴关系构建

的研究 ，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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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校课题研究的前期情况看 ，为了解学生间的伙伴关系 ，以更好地指导学

生自觉进行伙伴交往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 。我们根据学校实际 ，以问

卷的形式对学生作了有关心理调查 ，主要包括小学生交友需要及交友能力和小学

生伙伴接纳因素的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 ① 每个学生都有比较强烈的交友需要 ，

且在总体上不存在年龄的显著差异 。 ② 一至三年级目前常在一起玩的伙伴人数

以 １ ～ ３人所占百分比最高 ，四年级目前常在一起玩的伙伴人数以 ３ ～ ６人所占百

分比最高 ，五六年级目前常在一起玩的伙伴以 ７人以上所占百分比最高 。表明随

着年级的增高 ，年龄的增长 ，学生交友的自觉性自然有所增强 ，但整体上仍存在一

定的被动状态 。 ③ 放学后“与同学很少玩”和“经常玩”的比例是 ３ ∶ １ 。 “很少玩”

和“几乎不玩”的同学约占 ７４畅１％ ，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是由于功课未完成而没

有时间玩 ，有大约 ２５畅９％ 的学生是因为做家务或参加其他活动不能玩 ，约 ３０％ 的

学生是由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不与同学玩 ，或只喜欢一个人玩 ，或只喜欢与父

母亲在一起 。 ④ 从我校学生接纳因素调查表明 ，容易被伙伴接纳的学生是因为他

们具有外向 、友好的人格特征 ，擅长交往 ，学习成绩优异 ，经常受到同学 、老师的称

赞 ，并且父母也能宽容待客 。而不受欢迎的同学 ，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 ，或表现出

许多攻击性行为 ，脾气暴躁 ，为人斤斤计较 ，不愿与人合作分享 ；或性格内向孤僻 ，

不善言谈 ，害羞胆小 ，常常单独行动 。有研究表明 ，学生在伙伴中的地位一旦确

定 ，那就往往比较稳定 ，难以改变 ，即受欢迎的同学一般会一直受欢迎 ，而不受欢

迎的学生要改变现状也很困难 。可见 ，一个学生是否被伙伴接纳或拒斥对于他们

将来适应社会和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此 ，我们提出小学生良好伙伴

关系构建的研究 ，具有十分必要的现实意义 。

二 、课题研究的目标和方法

本课题从调查我校学生交友需要及交友能力和伙伴接纳因素入手 ，全面分析了

我校学生伙伴关系发展的现状 ，并进一步分析了不良伙伴关系形成的原因 ，进而探

究小学生良好关系构建的原则 、技巧 、途径 、策略等 ，并特别注重教育个案的研究 ，对

存在不同心理问题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 ，使他们“殊途同归” 。总之 ，我们力

求通过本课题的研究 ，实现如下目标 ： ① 帮助学生建立合作 、竞争 、互补 、互助的良

好伙伴关系 ；② 培养学生自觉的交往意识 ，指导学生正确的交往原则和方式 ，提升学

生的交往能力和交往倾向水平 ，形成健康的交往心理 。学生关心 、尊重 、理解他人 ，

全面提升学生的交往素养 ；③ 良好伙伴关系在班级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带动和

影响班集体形成健康主动 、合作的心理氛围 ；④ 学校的整体校风和精神面貌发生很

大变化 ，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⑤ 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的人格素养 、教育素养和研

究素养得到进一步提高 ，并带动和影响其他教师形成教师良好伙伴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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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大力倡导科学实验的精神 ，在理论学习上着重采用坚持资料文献

法等 。在实践操作上重点采用教育调查法（学生交友需要及交友能力和伙伴接纳

因素调查 、不良伙伴关系形成原因等） 、教育实验法（实验组的确定 、实验因子的控

制 、实验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行动研究法（各项活动的开展 、构建途径的探索 、评

价机制的建立 、课堂教学的案例研究等） 。 力求理论指导实践 ，在实践中积累经

验 ，并上升为理论 。

三 、课题研究的内容

（一）小学生伙伴关系现状的调查

本调查对象为我校全体学生 ，问卷分四个方面 。调查数据按不同年级作了百

分数统计 ，现将各个问题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分析和思考作一简要报告 。当然

这只是针对我校学生而设计的 ，由于各种原因 ，结果不一定非常准确 ，分析也不一

定能完全到位 。

１ ．你需要朋友吗 ？为什么 ？

表 1 　我校各年级学生对朋友的需要程度 （单位 ：％ ）

题目
一年级
（１４５人）

二年级
（１８０人）

三年级
（１６６人）

四年级
（１９４人）

五年级
（２２０人）

六年级
（１７８人）

非常需要 ７２ 8-畅４ ７２ 7,畅２ ６９ 7,畅３ ６８ 6+畅０ ６３ 6+畅６ ６７ 5*畅４

有朋友当然好 ２０ 8-畅７ １９ 7,畅４ ２１ 7,畅１ １９ 6+畅６ ２２ 6+畅７ １９ 5*畅７

没有朋友不要紧 ６ ! 畅９ ８   畅３ ９   畅６ １２ 6+畅４ １３ 6+畅６ １２ 5*畅９

表 １显示 ，每个年级的学生均有比较强烈的交友需要 ，且在总体上不存在年

龄的显著差异 。不需要朋友的比例也没有明显差异 。在“为什么需要朋友”的问

题中 ，学生的回答可归结为三点 ： ① 有朋友可以玩得痛快 ，生活更有乐趣 ；② 朋友

间可以在学习 、生活上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③ 没有很好的朋友 ，太孤独寂寞 。

２ ．你目前常在一起玩的伙伴有几个 ？

表 ２显示 ： ① 目前常在一起玩的伙伴人数 ，一至三年级以 １ ～ ３人所占百分

比最高 ，四年级以 ３ ～ ６人所占百分比最高 ，五六年级的 ７人以上所占百分比最高 ，

表明随着年级的增高 ，年龄的增长 ，学生交友的自觉性会自发有所增强 ，但整体上

仍存在着被动交友的状态 ；② 在异性交往上 ，一至三年级无明显差异 ，到四年级急

剧下降 ，六年级又开始有所回升 。但整体上小学生异性之间的交往还有待教育 、

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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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校各年级学生目前常在一起玩的伙伴人数 （单位 ：％ ）

题目
一年级
（１４５人）

二年级
（１８０人）

三年级
（１６６人）

四年级
（１９４人）

五年级
（２２０人）

六年级
（１７８人）

１ ～ ３人 ４２ 8-畅８ ４０ e３６ 7,畅１ ３３ 6+畅５ ２１ 6+畅４ ２１ 5*畅９

３ ～ ６人 ３５ 8-畅２ ３７ 7,畅２ ３４ 7,畅３ ３９ 6+畅２ ３６ 6+畅４ ３７ 5*畅１

７人以上 ２２ 8-畅０ ２２ 7,畅８ ２９ 7,畅６ ２７ 6+畅３ ４２ 6+畅２ ４１ 5*畅０

有异性朋友 ５９ 8-畅３ ５８ 7,畅３ ５５ 7,畅４ ４４ 6+畅８ ４２ 6+畅３ ５４ 5*畅５

没有异性朋友 ４０ 8-畅７ ４１ 7,畅７ ４４ 7,畅６ ５５ 6+畅２ ５７ 6+畅７ ４５ 5*畅３

３ ．放学后 ，你和同学一起玩吗 ？

表 3 　我校各年级学生放学后伙伴之间玩耍的情况 （单位 ：％ ）

题目
一年级
（１４５人）

二年级
（１８０人）

三年级
（１６６人）

四年级
（１９４人）

五年级
（２２０人）

六年级
（１７８人）

经常玩 ２１ 8-畅４ ２２ 7,畅８ ２８ 7,畅３ ３２ 6+畅０ ２５ d２４ 5*畅７

很少玩 ５４ 8-畅５ ５２ 7,畅２ ５０ e５５ 6+畅２ ５０ 6+畅９ ５２ 5*畅２

几乎不玩 ２４ 8-畅１ ２５ e２１ 7,畅７ １２ 6+畅９ ２４ 6+畅１ ２３ 5*畅０

表 ３显示 ： ① 全校参加调查人数共计 １０８３ 人 ，其中放学后和同学经常玩的

共 ２８０人 ，占 ２５畅８％ ，很少玩和几乎不玩的同学共 ８０３人 ，占 ７４畅１％ 。很少玩和几

乎不玩的同学与经常玩的同学的比例约是 ３ ∶ １ 。 ② 各年级学生放学后伙伴之间

玩耍的情况无明显差异 ，只是一二年级经常玩的学生较少 ，可以是因为年龄较小 ，

父母不太放心所致 ；三四年级较高 ，因为学生之间开始熟悉起来 ，父母又不像一二

年级时管得那么多了 ；五六年级经常玩的比例又有所降低 ，可能是临近小学毕业 ，

学习压力较重所致 。

４ ．你的好朋友中有没有一位大家都听从他（她）的人 ？为什么你们都听他的 ？

表 4 　我校各年级伙伴群体有否首领的情况 （单位 ：％ ）

项 　 　目
一年级
（１４５人）

二年级
（１８０人）

三年级
（１６６人）

四年级
（１９４人）

五年级
（２２０人）

六年级
（１７８人）

有首领 ４９ 8-畅７ ４６ 7,畅１ ４４ 7,畅０ ２８ 6+畅４ ２５ d１０ 5*畅６

没有首领 ５０ 8-畅３ ５３ 7,畅９ ５６ 7,畅０ ７１ 6+畅６ ７５ d８９ 5*畅４

调查表明有首领的学生伙伴群 ，从一年级至六年级逐年递减 ，四至六年级与

一至三年级有明显差异 ；“没有首领”伙伴群则相反 。调查还表明 ，对是否有首领

的选择跟性别无关 ，男 、女生在各项中所占比例基本持平 。对“为什么你们都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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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的回答 ，选择“有首领”的学生的理由为 ： ① 他（她）是班干部 ；② 他（她）学习

成绩优秀或管理能力强 ；③ 他（她）活动开朗 、乐意帮助别人 。选择“没有首领”的

学生的理由为 ： ① 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 ；② 没有首领更自由 ，可以不受约束 。

５ ．你喜欢怎样的同学 ？不喜欢怎样的同学 ？

仔细观察一下同学之间交往情况 ，可以发现 ，在伙伴群体中 ，每个学生的地位

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非常受欢迎 ，有的地位一般 ，有的非常不受欢迎 ，还有的既没

人欢迎也没人拒斥 ，属于受忽视的一类 。为什么会生产这种现象呢 ？我们根据学

生的行为特征 、认知能力 、身体特征 、教师及家长等影响伙伴交往的二十七条因素

对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如表 ５所示 。

表 5 　我校小学生伙伴接纳因素调查结果
（每项中所列均为统计中前 １０条因素）

受欢迎的同学 不受欢迎的同学

① 快乐 、开朗的性格 ① 许多破坏行为

② 乐意和同学合作游戏 ，愿意分享 ②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③ 乐意帮助同学 ③ 逃避交往 ，很少和群体在一起

④ 慷慨大方 ④ 为人脾气暴躁 ，常常发火

⑤ 学习成绩优异 ，常常受到表扬 ⑤ 做事三心二意 ，虎头蛇尾

⑥ 为人可靠 ，值得信赖 ⑥ 小气 、斤斤计较

⑦ 责任心强 ⑦ 合作游戏少 ，不愿意分享

⑧ 父母欢迎同学到自己家作客 ⑧ 常常单独行动

⑨ 被班主任和其他老师喜欢 ⑨ 害羞 、胆小

⑩ 有许多朋友 ⑩ 父母不欢迎同学去自己家玩

表 ５显示 ，那些被同学喜欢的 、受欢迎的同学 ，往往具有活泼开朗的性格 ，乐

于交往 ，善于交往 ，经常受到老师 、同学的称赞 ；那些同学不喜欢的 、不受欢迎的同

学 ，要么脾气暴躁 、不善交往 ，要么胆小害羞 、不愿交往 。

总之 ，从我校学生伙伴关系现状的调查可以看出 ：

学生虽有比较强烈的交友需要 ，但缺乏必要的交友方式 ，需要我们去指导 ；学

生虽有比较热情的交往意识 ，但缺乏良好的交往能力 ，需要我们去培养 ；学生虽有

比较热烈的交往动机 ，但没有形成健康的心理氛围 ，需要我们去引导 。

（二）不良伙伴关系的成因分析

要构建小学生之间的良好伙伴关系 ，首先必须要分析不良伙伴关系形成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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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去其糟粕” ，才能“取其精华” 。

１ ．家庭因素

（１）家长对子女交友的态度 。在我们的调查中 ，在对孩子交友的态度上设计

了几个问题 ，根据家长的回答 ，我们将其态度大致分为三类 ，即鼓励型 、干涉型和

限制型 。

表 ６显示 ，５２畅３％ 的家长对孩子交友持鼓励态度 ，３０畅９％ 的家长持限制态度 ，

持干涉态度的家长相对较少 ，但也达 １７畅８％ 。有研究表明 ，家长对孩子交友持鼓

励型态度与孩子的乐群性呈显著正相关 。这就是说 ，家长对孩子的交友行为鼓励

得越多 ，则孩子的乐群性越高 ，越能在伙伴交往中如鱼得水 ；反之 ，伙伴交往则受

到阻碍 。

表 6 　我校家长对子女交友的态度

家长态度 百分比

希望孩子和他喜欢的人交朋友 ５２ LA畅３％

对孩子交朋友有严格的要求 ３０ LA畅９％

怕孩子学坏 ，严格限制孩子交朋友 １７ LA畅８％

（２）家庭的教养方式 。父母都是“望子成龙” 、“盼女成凤”的 ，但由于家长本身

的社会经历 、文化修养 、个性脾气等因素的不同 ，家庭教育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下

面着重介绍几种不利于孩子交友的典型的教养方式 。

① 溺爱型 ：对子女过分宠爱 ，百依百顺 ，想方设法为子女设置舒适的环境 ，竭

尽全力去满足子女的物质愿望和要求 。这样教育的子女往往把自己看作家中有

特殊地位的人 ，养成任性 、贪婪 、娇气 、自私的品性 ，在与同学的交往中很难保持平

常心态 ，常令同学“敬而远之” 。

② 管制型 ：对子女教育或简单粗暴 ，或严厉过分 ，或约束过死 。岂不知棍棒

教育只会给人在心理上留下创伤 ，使人变得仇恨 、麻木 、冷酷 ；管得太严太死 ，只会

使孩子从小就胆小怕事 ，不合群 。

③ 放任型 ：对子女成长采取放任自由态度 。这样容易使孩子养成自由散漫 、

随心所欲 、胆大妄为的习气 ，不容易和伙伴友好相处 。

（３）不完整与不和睦的家庭 。有研究表明 ，父母关系和睦与学生的孤独感呈

显著负相关 ，也就是说 ，父母之间关系越和睦 ，其子女越不感到孤独 ；反之 ，父母之

间关系越不和睦 ，则子女越容易感到孤独 。 生活在不完整或不和睦的家庭环境

中 ，往往使孩子得不到温暖关心 ，倍感孤独 ，容易产生孤僻 、内向的性格 ，或者固

执 、专制的脾气 ，不易与伙伴和谐相处 。

２ ．学校因素

（１）学校的学习压力 。小学生姓“小” ，他们还不能真正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 。

·８·



对于他们来说 ，学习很少是出自自己的认知兴趣 ，而是迫于外在的压力 ，这种压力

来自教师 、家长及在教师家长影响下的伙伴评价 。应该说 ，大多数孩子都或多或

少地感到了学习的压力 。

表 ７显示 ：有 ４３畅６％ 的学生感到学习压力较大 ，只有 １８畅５％ 感到学习没有过

多压力 ，其他学生介于两者之间 。可能有人会认为“井无压力不出油 ，人无压力轻

飘飘” 。但小学生还小 ，生理心理发育皆不成熟 ，压力过大只能事与愿违 ，导致学

生成就感降低 。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 ，他们就会选择逃避 ，或倍感孤独 、孤僻内

向 、或“破罐子破摔” 、暴躁专制 ，两者均不利于伙伴之间的正常交往 。

表 7 　我校学生的学习压力调查结果 （单位 ：％ ）

　数据 　 　 　 　项目

题目 　 　 　 　 　 　 　 　
比较／非常符合 不太符合 很不符合

我感到学习压力很大 ４３ ＃槝畅６ ３７  �畅９ １８ k̀畅５

我讨厌考试 ３９ ＃槝畅７ ４４  �畅１ １６ k̀畅２

我不喜欢考试后分等级 ２９ ＃槝畅１ ４１  �畅０ ２９ k̀畅９

（２）师生关系 。 “教师角色家长化” ，是现今小学教育的严重问题 。部分教师

往往不太关注学生的个人价值 ，“把学生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监控和管理之下 ，唯

恐学生有任何不合既定规范的言行 ，并把这一切视为爱护学生的表现 ，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学生的大保护伞 ⋯ ⋯更像一个管头管脚的家长” 。再加上传

统师道尊严的影响 ，大部分教师一时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

的思想 ，更谈不上能蹲下来看孩子 。师生之间不能建立平等 、互助 、和谐的关系 ，

也不利于学生伙伴关系的发展 。

（３）教师个人素养 。教师个人的素养 ，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的素质和水平 ，也

会影响学生良好伙伴关系的形成 。如发现学生交往问题时 ，有的无所适从 ，不能

因人而异 ，选择合适的办法因势利导 ，帮助解决 ；有的会视而不见 ，以为这与学校

教育毫无干系 。在此不一一列举 。

３ ．自我因素

（１）不良的心态 。嫉妒是一种不健康的 、消极的情感 ，是严重破坏伙伴关系的

心理因素之一 ，学生如果有这种心理 ，就不能正确对待同学 ，会使同学之间关系变

得淡漠 。自卑是在某些方面 ，过于看轻自己 ，对自己怀疑 、不信任 、自暴自弃 ，在他

的眼里没有阳光 、友谊 、友爱 、友情 ，只有黑暗 、敌对 、失败 。另外 ，还有学生的自傲

心理和自私自利等有缺陷的个性特征 ，都很难找到自己的伙伴 。

（２）不能正确地处理同伴间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如有的儿童缺乏合作精神 ，

不愿意与他人合作 ，争强好胜处处表现自己 ，容易遭到同伴反对 ，影响了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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