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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

我的安全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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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期是人的行为、性格和智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身心

变化比较快，加之文化知识及社会经验的不足，小学生很容易产生不健康的心理，导

致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

2012 年 10 月 11 日，北港小学五（9）班学生何佳伟的家长来学校和老师沟通，说

最近这段时间他小孩经常性的叛逆、敏感，比较散漫。由于他们夫妻二人平时工作比

较忙，虽然对孩子的教育很关注，但是因为缺少方法，也显得无能为力。老师也发现该

生对学习没有兴趣，上课经常发呆；与同学相处，别人稍微触犯他，他就会报以拳脚；

而且，该生对老师的教育常常抱以漠

然的态度。

与身边的人交朋友，这是人际交

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朋友越多，你

就会生活得越开心,你的社会经验就

会越丰富；朋友越少，你就会越孤独，

你的心理就越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因

此，无论在熟悉的环境，还是在陌生

的环境，我们都要学会与人交朋友。

与人交朋友的方法很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待人真诚。只有真诚地对待别人，才能获得别人的真心。当朋友遇到困难时，

要真心地帮助他们；当同学取得成功时，要真心地祝贺他们。

2.尊重他人。人与人之间肯定存在差异，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

等，不要强迫别人听从你的安排。

3.学会宽容。人与人之间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时就要宽容对待，

不要斤斤计较。你的宽容一定会得到对方加倍的尊重和友爱。

1 学会与人交朋友

你好！我
叫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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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哇……”是谁在哭呢？

远处一个小男孩摔倒在地上，爬

不起来。一向见义勇为的小刚快

步走向小男孩，把他扶了起来。

正 在 这 时，一 位 阿姨 从 门

里走出来，用尖锐的眼光盯着小

刚，语气激动地大声喝斥：“你这

没教养的，怎么把我的孩子撞倒

了？”小男孩惊呆了，不敢说一句

话。小刚也惊呆了，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试图做解释，可是阿姨并没有给小刚这个机

会。她见到小男孩的头上多了一个肿胀着的包，更加激动了：“你的家长在哪？马上给

我来这儿！”

这时，小男孩忍不住了，大声说：“妈妈！不是这位哥哥的错，是我自己摔倒的，而

且是他扶我起来的啦！”顿时，阿姨的脸比苹果还红。

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被人误会，这时你该怎么办呢？以下几点可以给大

家提供一些帮助：

1.要保持冷静，不要过分激动。你越激动，别人会越认为你在狡辩、推卸责任。

2.积极沟通，就事情本身进行解释，但是不要跟对方争吵。如果对方情绪很激动，

那么你可以暂缓解释，等对方平静下来再说。

3.就事论事，不要牵扯到其他事情，也不要牵扯到别人。

4.学会换位思考，这样就会明白对方为什么会误会了，同时也能更宽容别人，而

2  别人误会你了怎么办

同学们，如果你真心把别人当朋友，尊重他人，多为别人考虑，你就会有越来越多

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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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0 月 12 日，在沙地中心小学的教室里，发生了一起同学之间不愉快的事

故。刘某在用小刀削铅笔时，把同桌张某的衣服割破，引起争吵。张某声称也要把刘

某的衣服割破，立即被班干部制止。

经班主任老师教育，第二天双方家

长商讨，刘某家长同意给张某适当

的赔偿，两同学也就此和好，事故

得以平息。

小学生年龄小，心理控制能力

较弱，处理事情的方法也比较单一，

往往容易采用简单的打架来解决。

还有些同学喜欢拉帮结派，遇到什

么事，就叫上“哥们”一起去动手。打架是不文明行为，不但会伤人，而且解决不了问

题。因此，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校外，我们都要避免打架；如果发现同学或朋友参与打架，

我们要积极劝阻。以下几点可以帮助大家避免打架斗殴：

1.多理解别人、宽容别人，不要与人争吵，不要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2.当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先仔细思考一下问题在哪里，是谁的错，同时主动讲和，

即使自己有理也要等对方心平气和时再辨别是非。

3.如果自己无法调解矛盾，可以请老师、家长、朋友或同学出面调解。

4.不要过分排斥别人，受到他人嘲笑、批评和谩骂时，要心情豁达，不要因为生

3 避免打架斗殴

不会认为对方是蛮横。

5.及时解决矛盾和误会，千万不要拖，误会只有及时解释清楚，才不会伤害感情；

误会拖得越久，越容易伤感情，也就越难消除。

6.不管错的是谁，都要主动跟对方和好，这样才不会真正伤害相互间的关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

我 的 安 全 我 知 道    

气而失去理智，与人争吵打斗。

5.在学校或学校附近如果发现同学之间打架、或者同学与学校外面的人打架，

要立即报告老师。路上遇到别人打架，不要围观，以免受伤；要尽快离开现场，同时拨

打 110 报警。

6.遇到蛮不讲理的人或者酗酒的人，要尽快离开，不要招惹他们，更不能跟他们

发生正面冲突，以免受到伤害。

7.交朋友要慎重，不参加同学之间的帮派，更不能参加校外的帮派；不要深夜出

去玩耍。

8.在公共场所要讲文明，不要旁若无人地嬉闹，以免引起别人反感并导致打架

斗殴。

9.不要出入电子游戏室、酒吧、台球室等场所，以免卷入打架斗殴事件。

      哪些场所学生不能进

1.营业性歌舞厅、酒吧、网吧、夜总会、通宵

影剧院。

2.带有赌博性的娱乐室、游戏场。

3.营业性台球室。

4.卡拉 OK 厅和电子游戏室。

小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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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间休息不搞恶作剧

在 2013 年 1 月 19 日上午第三节课后的课间活动时，发生了一起六年级学生池某

与刘某玩耍打闹事件，导致刘某一只手的手腕桡骨骨折，共花去医药费七千元左右。事

情经过是：在当天第三节课的课间，六（6）班同学池某在走廊的过道推搡正在跳绳

的女同学邹某，邹某又立即推搡回池某，池某此时正好撞上了同学刘某，后刘某与池

某就互相推搡并打闹起来，池某在打闹过程中两次用脚踢中了刘某的手，导致刘某手

腕桡骨骨折。

同学们，课间休息时开一些没有

危险、没有伤害的玩笑没有关系，但

是一定要掌握玩笑的尺度，不要搞

恶作剧。像上面那位男同学，因为无

意中的恶作剧，给别人造成了巨大的

伤害。在课间休息时，我们应做到以

下几点：

1.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

保健体操等。

2.活动时要注意安全，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3.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室，以免耽误后面的

课程。要注意选择安全的场所，远离公路、铁路、建筑工地、工厂的生产区，不要进入

枯井、地窖，不要攀爬水塔、电线杆、屋顶、高墙，不要靠近深湖、水井、粪坑、沼气池

等。这些地方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伤亡事故。

4.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要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时不疲劳、精力集中、

精神饱满。

5.不要做危险性强的游戏，不要模仿电影、电视中的危险镜头，例如扒乘车辆、

攀爬高的建筑物、用砖石等互相投掷、点燃树枝废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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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风筝时应注意安全

小甘拿着风筝准备出门，爸爸对他说：“放风筝时要注意安全。”小甘不解地问爸

爸：“放风筝也有危险吗？”爸爸说：“当然，放风筝时如果一味乱放，没有安全观念，

很容易发生意外。”小甘问：“放风筝时怎样才安全呢？”

同学们，你们知道怎么放风筝安

全吗？

1.放风筝前要做 5至 10 分钟的

颈部准备活动，如仰头、低头、左扭头、

右扭头等。这是因为在放风筝时，头

部、颈部会较长时间地保持后仰姿势，

如果颈部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造成

椎动脉受压、受伤。

2.放风筝时，每隔 30至 40 分钟

就要休息 5至 10 分钟，缓解颈部疲劳，避免站立不稳、眩晕。

3.放风筝时要保持头颈部相对稳定，避免运动幅度过大和突然迅猛转头。

4.放风筝时，眼睛要注意避开阳光，否则紫外线会伤害眼角膜。

5.不要在电线下放风筝，稍不注意就可能被电线挂住，生拉硬拽会造成电线损坏，

一旦电线被拽断，就有受伤或触电的可能。所以放风筝时，尽量避开有电线的地方。

6.不要在场院或住宅小区内放风筝，因为这里有许多电线、电灯、电闸及电话线、

电视线等，一不小心风筝就会搭在电线上，不但有触电的危险，而且有可能引发火灾等。

7.不要在公路或街道两侧放风筝，这些地方车辆来往频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8.天气不好时不要放风筝，因为这时带雷电的云团很低，风筝上天后很容易遇上

带雷电的云团，可能引雷上身，后果不堪设想。

9.风筝被枯树枝挂住后，不要强行处理，当心树枝落下打伤自己，更不能爬上树

去拿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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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周末，妈妈到银行取了1000 元钱，说是秋天来了，给小钰买两身衣服。小钰非

常高兴，拉着妈妈的手，说说笑笑地往街上走。在商场里，小钰跟妈妈专心挑选衣服。

可是，等妈妈准备掏钱时，却呆住了，原来手提包被人划了一个大口子，钱也不翼而飞了。

同学们，无论在学校、家里还是到外面玩耍或参与其他活动，都要注意财物安全。

像小钰和妈妈，因为只顾挑衣服，结果财物受到了损失。

要想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应注意以下几点：

1.乘坐公交车时，尽量不要去挤车，同时身上不要携带贵重的物品，以免被盗；

也不要携带易破易碎物品，以免被挤压导致破损。

2.节假日的超市、商场往往人群涌动，这里面很可能有小偷，因此不要把钱物放

在外衣口袋，同时不要挤进拥挤的人群，在选购商品时小心身边的人。

3.如果钱物被盗，要迅速报案。

4.住一楼的同学，睡觉前要

把衣物放在远离窗户的地方，防止

被人钩走。

5.宿舍、家庭钥匙不要随便

借给他人或乱扔乱放，也不要挂

在脖子上，以免不小心而遗失。

6.贵重物品最好有意识作一

些特殊的记号，即便被盗走，将来

找回的可能性也要大一些。

7.如果在家里，现金最好是给大人保管；如果在学校住宿，最好是存入银行，并

设置密码，密码不要告诉他人。

8.贵重物品不用时最好锁在抽屉、柜子里，以防一些坏人顺手牵羊。如果在学校

住宿，放长假前，要将贵重物品带走或交给可靠的人保管，不要留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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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家寂寞孤独怎么办

小莲是独生女，每天放学回家，就觉得非常寂寞、孤独，因为只能一个人看电视、

玩玩具、学习。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陪她玩，但是小莲仍然觉得孤独。

在家时觉得寂寞、孤独、不好玩，可能大部分同学都有这种感觉。但是长时间的

寂寞、孤独，容易导致心理疾病。比如性格孤僻、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往、对人冷漠、

容易偏激、厌恶学习等。这些心理疾病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学习、生活、成长，害处非常

大。因此，我们要学会尽量乐观、开朗，排除寂寞和孤独对我们的负面影响。

那么哪些情况容易导致寂寞、孤独呢？

1.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于与其他同学相伴，经常独自玩耍。久而久之，性格就会

更加孤僻。

2.换了新家庭环境、学习环境，与邻里缺少往来，缺少伙伴。

3.居住在偏远地区，人烟稀少，难找到游戏伙伴。

4.父母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顾及孩子，使孩子结识的伙伴越来越少，常常让他们

一个人呆在家中。

5.来自外地，父母在打工，住所经常不稳定，缺乏固定的伙伴。

那么该怎样排除寂寞、孤独，

保持开朗、乐观向上的心态呢？

1.首先需要认真思考造成孤

独感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自己性格

内向造成的，那么就要努力去跟

同学们交往，多参加集体活动，慢

慢让自己活跃起来。

2.如果是因为与同学之间曾

经有过不愉快，然后不愿意或不

敢跟同学们玩耍，那么需要认真分析问题的症结，多跟父母、老师和同学谈心，让他们

帮助你、让同学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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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云是一个依赖性非常强的

女孩，在家时总是要爸爸妈妈陪着，

什么家务也不会做，就是吃方便面，

也要妈妈泡好了给她吃。出外玩耍，

总是牢牢拉着妈妈的手，生怕走丢

了。晚上也要跟妈妈一起睡；有什

么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哭闹。

同学们，小云这样可不好。我

们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要慢慢学

会自立。要知道，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伤害随时随地存在，我们也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

困难，磕磕碰碰的事情也不可避免。虽然现在可以在家靠父母，但是父母终究会变老，

我们也会走出家庭，那时候，你又来依赖谁呢？

依赖心太强的同学，容易失去自我，遇到问题时，自己不爱动脑筋，总是惊慌失措。

3.如果是因为学习成绩差而产生孤独感，或者因为成绩差受到老师批评，同学们

不跟你玩，那么就得在学习方面多下工夫，同时请老师帮助，多跟同学们接触。

4.如果父母忙，没有时间陪你，你可以主动告诉他们你的感受，要求他们节假日

有时间或者其他空余时间多陪你，让你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5.培养多方面的爱好，兴趣广泛的同学就会多结交很多朋友，自然就会慢慢克服

孤独感。

6.即使再孤单，也不能做傻事。比如去跟不良青少年玩耍，这样很容易学坏，甚

至走上犯罪道路。

同学们，孤独感是一个心理问题，同时也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但我们一定要自

己先做好，自己努力去克服孤独感，这样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才会幸福快乐。

8  不要过分依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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