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情绪情感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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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曾经有人描述了一个没有感受到爱的儿童。
这个儿童叫乔伊，他们的说法就是他是个机器般 

的儿童。他母亲说，“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 

怀孕了。”对他的父亲来说他的出生同样没有产 

生影响。他的父亲是陆军文职人员，到处驻防， 

无固定场所。他出生后，他母亲宣称“我不想去 

看他，也不想去照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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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出生的3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啼哭，
他患有腹绞痛，主要靠的是严格的喂养时间表， 
除非必要，没有人来碰他，从来就没有人爱抚他，
或者与他一起做游戏。他母亲常常把他留在小床 
或围栏里,父亲则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在他身上。
每晚当他哭闹时就会折磨他。可以说他的父母对
他没有进行一点点的感情投入，只是训练了他如
何上厕所。他不会表达情感。后来经过3年的心
理治疗，才学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可见，在早期，
他的情绪情感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第四章 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



爱笑俱乐部

第四章 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



一、小学儿童情绪情感发展的特点

 （一）情感的内容不断丰富

 （二）情感的深刻性不断增加

 （三）情绪的稳定性不断加强

 （四）情绪的可控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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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的内容不断丰富

 1、多样化的活动丰富了小学儿童的情绪情
感

学习活动

交往生活

劳动、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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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学儿童的情感进一步分化

 相对于学前儿童来说，小学儿童的情感分化逐渐
精细、准确。

 新生儿：兴奋 —— 抑制
快乐

愉快 喜爱 喜悦 轻松

喜欢 敬爱 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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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学儿童的情感表现手段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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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的深刻性不断增加

 深刻性是指情绪情感产生的原因所涉及的本
质程度。

一般来说，小学生 

的情感表现还是比 

较外露、易激动的，
但其情绪体验逐步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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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儿童恐惧的研究证明

 学前儿童的恐惧主要涉及个人安全和对动
物的恐惧 。

 小学生更多的是来自学校的恐惧，如怕学
业不佳、考试成绩不好，怕受到家长和老
师的批评，怕遭到同学的讥笑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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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儿童的归因能
力不断增加，愤怒的情绪开始逐渐减少，
并更加现实化。

 表现之一：面对父母因下雨而取消野餐计
划的反应。

 表现之二：引起愤怒的原因。

 表现之三：表达心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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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学生的情感体验逐渐内化了社会规则和道德

标准。
 学前儿童喜欢某人是从具体的关系出发，而小学生在选择
伙伴时更倾向于学习成绩好，经常得到老师表扬的学生。

 比如：学前儿童喜欢不喜欢谁，只从自我出发的“XX爱和
我一起玩，我喜欢他；XX不给我玩具，我不喜欢他。”

 而小学儿童学会从道德准则出发，确立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

 “我喜欢XX，因为他学习好好，我讨厌XX，因为他不守纪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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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绪的稳定性不断加强
 1、强度——易冲动、爆发快
 一项调查显示，当问及一些小学生遇到被同
学打时做何反应，有45％的孩子毫不犹豫地
回答“打他”。

 2、速度——变化快
 3、情境性——易受暗示
 容易受到具体事物和情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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