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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少先队员的心理素质也在承受或大或

小的考验。有些孩子的心理状况出现了“亚健康”，作为中队辅导员，这

些怯生生的眼神，无动于衷的眼神，叛逆的眼神……无一不刺痛着我们的

心。要想孩子们的心灵不长杂草，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的心灵盛开花儿。

我们辅导员可关注以下四方面：播下健康的种子——树立志向；耕耘肥沃

的土壤——环境育人；润泽温暖的阳光——激情鼓励；浇灌甘甜的水份—

—爱心滋养。辅导员老师适时适地因材施教，带给孩子们阳光雨露，相信

他们的心灵必定会盛开一朵朵积极上进、豁达乐观、健康幸福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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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危害程度高且影响恶劣，时刻威胁

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同时给人们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特别是心理脆弱的

小学生会形成焦虑、恐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

关注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则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

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萌生着美好思想道德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

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们不断壮大，

最后排挤掉已有缺点的杂草。”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发现许多孩子的

心灵土壤上已是杂草从生，有的甚至遮掩了小小的道德幼苗。他们有的面

临学习压力，意志力淡薄，不求进取，悲观厌学；有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

心，自私冷漠，性格孤僻；有的学生面对特殊的家庭原因，不理解父母，

甚至出现敌对和仇视……作为辅导员，这些怯生生的眼神，无动于衷的眼

神，叛逆的眼神……无一不刺痛着我们的心。

俗话说得好：“要想地里不长杂草，最好的办法是种上庄稼。”同样，

要想孩子们的心灵不长杂草，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的心灵盛开一朵朵乐观

向上、健康活泼的花儿。是的，每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灿烂的种子，只

要有了合适的阳光和土壤，它就会以绚丽的姿态，展示在我们面前。



一、播下健康的种子——树立志向

无论在什么时候，人都是有自己的理想，小学生也不例外。由于孩子

年龄、经历和文化水平的差异，他们对理想的认识也有差别，每个年级的

队员对理想前途认识达到哪个阶段，很难作统一的，截然的划分，我们辅

导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帮助他们增加知识，积累积极素材，引导

队员确立理想，促使他们朝着远大的理想而奋进。

每接一个新中队，特别是高年级的队员，我们首先要进行理想信念教

育，从小让他们树立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献身崇高事业的伟大理想，培

养学生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输入这样一种健康的思想后，

让队员萌生一种信念：我要开花，我要开出最美丽、最坚强的花。有了目

标，就有了方向，有了信念，就有了动力。

在疫情面前，党员干部众志成城、同心同力，构筑了一座坚实的防疫

战斗堡垒。他们当中有冲锋在前的医护党员、有心系群众的“第一书记”、

有奔走农户间的乡村书记……我们带领队员们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感悟

他们的伟大精神，从小让孩子们立下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远大志向。

二、耕耘肥沃的土壤——环境育人

1.营造温馨家园

教室是队员的“家”，一个中队就是几十名孩子共同的家，把中队布

置打扮成一个温謦的家，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心愿。整洁、明丽、温謦的环

境可以激发感情、陶冶情操，给人以教育启迪。新学期伊始，我经常从优

化中队环境入手，发动学生参与教室布置，让学生感受到家的温馨，感受

到家的幸福，从而在自己的家园里快乐地学习。队员们集思广益，根据共

同爱好布置教室：窗台上放上了大家喜欢的各种花草；墙壁上挂上孩子们

祟拜的伟人和科学家肖像挂图；黑板一侧贴上了我们班里“小小书法家”

的作品。学生根据需要将墙报分成几大块，有“好书推荐”“今天我最棒”

“温馨提示台”等栏目。我们还根据队员发展的需要，创设各种兴趣活动

角，如“图书角”“生物角”等，让队员在兴趣角的活动中学会生存所必

需的知识，增强自我教育能力。

今年，中队特地设立一个“英雄角”，在这里张贴钟南山爷爷的画像，

队员们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做成一个个小卡片布置在这一栏。每天中队发生

了什么好人好事，队员们就会把这些事迹登记在英雄角的光荣本上。在这



样的中队里学习、生活，既能带给他们美的享受和理性的思考；又使他们

受到美的熏陶和道德的感染，自觉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2.开展多彩活动

多彩活动是队员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队员展示自我、是

培养关心热爱集体品质的土壤。活动使队员身心愉快，积极奋发，充满自

信，陶冶情操，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在活动中，我们尤其关注那些平时

沉默寡言的孩子，给他们大展身手的机会，给他们为班级作贡献的机会。

 “六一”节，我们开展了“红领巾爱心义卖”活动，在活动前夕，

我们发动队员出谋划策，设计展台、收集义卖品、为商品标价等。原本从

不积极参与活动的小茹和小楠同学也自告奋勇提出为班级小店铺设计海报，

精美的海报大大吸引了师生们的眼球。在队员们的努力下，记帐员、收银

员、营业员、安保员各司其职，每个队员都参与到了这次活动中。这次活

动中，很多性格内向的孩子都能挑战自我，有进行商品推销的，有忙前忙

后维持秩序的，甚至还有几位同学编了小舞蹈来吸引顾客。只有在集体活

动中，孩子们的笑容会更灿烂，心情更欢畅，性格也更活泼开朗。

为防控疫情，我们组织开展了“科学防控，少先队员在行动”的系列

活动。小队员们把自己了解到的防疫知识通过手抄报、宣传照等方式进行

传播，充当小小志愿者，用自己的力量感染者身边的人，从自身开始筑牢

防线，勇敢面对疫情。除了对疫情的关注，小红领巾们还为祖国送上了自

己的祝福。面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拼尽全力搞研发的科研人员……

他们也书写着崇高的敬意。每个队员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国家大事，

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中队辅导员，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三、润泽温暖的阳光——激情鼓励

记得安东尼 罗宾说过这样一句话：并非大多数人命里注定不能成为

“爱因斯坦”，只要发挥了足够的潜能，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可以成为一个

“爱因斯坦”。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为一个人才。所以我

们要关爱每一个队员，尤其要激励和帮助队员挖掘他们的潜能，使每个队

员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

1.激励自我发现

当队员们沉浸在对别人成功的羡慕时，辅导员特别要做个有心人，留

意那些因看到别人成功而一味自责的孩子。辅导员要利用课间休息或和学



生一起活动的机会约他们谈心，告诉他们身上有哪些闪光的地方值得大家

学习，同时鼓励队员自己寻找身上的亮点。如果他一时看不到自己身上的

长处，我们可以直接点拨。这样，当他看到自己的进步或优点时，就有了

自信。

在我们的中队里，有“勤学之星”“助人之星”“善良之星”等，我经

常鼓励孩子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是天上最闪耀的星星，每

个人都有优点和长处，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久而久之，我们的孩子们学

会了欣赏他人的闪光点，也懂得发现自身的优点，在鼓励和赞美中，孩子

们积极自信，朝气蓬勃。这样，就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2.鼓励表扬队员

在教育实践中，辅导员经常使用鼓励和表扬的语言，往往能让学生看

到希望，找到努力的方向，从而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

我班的小荷同学，平时沉默寡言，从来没见到她有出彩的地方，也不

见她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举动，一开始觉得她似乎是个没有什么特色的队员。

很长时间，我几乎没注意到她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那天早晨，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走廊里来回走动

的孩子，无意中发现走廊里有一滩饮料将干未干时的污渍，许多队员说着

笑着绕着而过，好象都没有注意到地上的脏物。这时小荷同学走了过来，

她急忙跑回教室拿来用拖把，把地拖得干干净净。我被这一幕感动了，回

教室后，立刻在班级表扬了小荷同学，并尽力赞美了她关心集体，为他人

着想的好行为。后来，我又从几件小事里发现小荷性格中闪光的地方，并

及时给予表扬，使真善美的精神得以激发和升华。渐渐地我发现她变了，

上课特别认真，作业完成得尤其好，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件事给我的启示颇深，在辅导员工作中，我们一句激励的话语，一

个赞美的眼神，一个鼓励的手势……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及时的

赞美，适时的鼓励，可以激发队员学习动力，培养自信心，有助于建立和

谐的师生关系，营造一个奋发向上的集体氛围。

四、浇灌甘甜的水份——爱心滋养

不管社会怎样进步，时代怎样变迁，老师的爱是不变的。是的，爱是

教育中永恒的旋律。作为辅导员，要想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就要以心换

心，把自己真正融入孩子们中间，多理解他们，使他们信服，愿意把辅导



员当作他们的好朋友，愿意与我们多方面地交流思想。只有走进学生的心

灵，得到队员在感情上的接纳，才能更好地教育队员。

刚开学没几天，我们中队的任课老师就告诉我，班上有个叫涵的男孩

子作业经常不能完成，而且一问他，他就说头疼难受、想呕吐。我觉得十

分奇怪，这个男孩在过去的一年中表现不错呀，作业也能认真完成，现在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于是，我就把他叫到教室外，向他了解情况，他起初

不肯说，经过我多次的思想工作，他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忙对她

说:“别哭，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天塌下来还有老师顶着呢，你好好地说，

老师会帮你的。”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后，抽抽嗒嗒地开始说起来，原来是

他的父母离婚了，妈妈离开他和爸爸回老家去了，他觉得没人喜欢她了。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我对她说:“孩子，你并没有失去任何人，你的爸

爸爱你，妈妈也爱你，只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不快乐，所以分开了，但他们

对你的爱并没有消失，你有人爱，老师喜欢你，同学们也喜欢你。”第二

天,他告诉我,作业本忘带了,其实我知道他没完成，但我没有戳穿他的谎

言，只是说:“孩子，学习是自己的事，只有你自己喜欢自己，别人才会

更喜欢你。别让老师感到失望!”课后，我找来几个班干部，跟她们讲了

涵的情况，并对她们说:“现在涵很伤心，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让他重新快

乐起来？”孩子们有的说陪他聊天，让她感受到集体的温暖，感受到同学

们的关心；有的说帮他补课，让他把落后的功课补上；有的说讲笑话给他

听，让他忘掉不愉快……孩子们想尽办法来帮助他，让他重新找到快乐。

经过一段时间，笑容又重新挂在了涵的脸上。

正是这份真心的关爱,才让涵又找回了昔日的快乐。我相信，辅导员

老师充满爱心的聊天、善意的开导、睿智的点拨、直率的劝诫如溪水，定

能荡涤学生心灵的阴暗，使心灵重返阳光和澄澈。

信心成就队员，知心温暖队员，爱心感化队员。心理健康教育，不仅

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愉悦的心灵空间，更重要的是为中小学学生

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创设一个和谐、健康、充满活力的成长氛围。

只要我们辅导员老师适时适地因材施教，带给他们阳光雨露，相信我们的

孩子们会拥有蓝天一样纯净的心灵，他们的心灵必定会盛开一朵朵花——

积极上进、豁达乐观、健康幸福的花儿！哦，给心灵沐浴，让美丽从“心”

绽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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