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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心理一千零一问》通识读本 

征稿说明及样稿范例 

 
 

一、文章内容 

每一篇文章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条目，聚焦一个生活中与学生成长和教育相关

的现象或问题，选题以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的知识普及为主，侧

重新颖性和趣味性。文章内容统一由题目、趣味现象、心理探秘、活用贴士、心法

一诀五个部分组成。 

1.题目（15∼30字符） 

要求言简意赅、主题明确、问题突出、信息量大，用设问的形式，如“为什么”

“怎么办”“如何做”等。 

2.趣味现象（300 字符） 

使用第三人称，描述一种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或问题，注重生活化

与真实性。不建议使用故事、寓言或传说一类的题材。 

需标注场景、角色身份、年级和设计要求，字数不计入正文。 

3.心理探秘（500 字符） 

从心理老师视角，使用心理学相关知识和原理，分析解读上述趣味现象。建议

使用制造熟悉感、设置悬念、故事刺激、金句刺激、反转预期等技巧，激发读者的

好奇心、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可以适当使用网络流行语。语言风趣幽默的稿件优先

采用。 

可标注或图示设计要求，字数不计入正文。 

4.活用贴士（500 字符） 

针对趣味现象引发的思考，将相应的心理学知识与原理转化应用于生活当中，

对读者进行知识普及，并给出三个左右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如果是相对复杂的方法，

需要给出详细的操作步骤。 

可标注或图示设计要求，字数不计入正文。 

5.心法一诀（20∼40 字符） 

用一句话高度概括本文观点或现象，类似于“金句”：或富有哲理，给人启迪；

或隽永深刻，引人思考；或诙谐幽默，令人莞尔。可以原创，可以改编，也可以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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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式要求 

1.稿件字数为 1600字符左右，标题为黑体、三号字，正文为宋体、小四号字。

版块名称放在中括号里，用绿色，宋体小四号字；设计要求为楷体，用蓝色，小四

号字。 

2.作者请注明详细信息，置于文章末尾：姓名（职称、职务、学科）、单位、

地址、邮编、电话、邮箱。 

3.投稿邮箱 

amituofo1234567890@126.com 

邮件主题和文档名称一致，格式为：千问（通识）_作者_ 题目 

例：千问（通识）_张群智_三岁以前，小孩子没有记忆是真的吗  

 

三、其他说明 

1.来稿经编委会评审后择优采用，并在图书出版后支付相应稿酬。 

2.稿件采用后，编委会给作者寄送电子版“《中小学生心理一千零一问》丛书

稿件录用通知”，同时作者需签署授权协议。  

3.被采用的稿件，符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杂志用稿标准的，将于 2023

年 1月之后陆续发表。 

4.本书编委会有权根据图书出版要求对稿件进行适当删改或调整，如不愿被

改动，请作者在来稿时注明。 

5.截稿日期：2023年 2月 28日。 

6.征稿活动相关事宜可咨询石雪老师，联系方式如下： 

QQ:573702523 

电话：13717675037（同微信）。 

 

四、样稿范例 

 

“三岁以前，小孩子没有记忆”是真的吗？ 

 

【趣味现象】 

今天是小芊的 12岁生日，全家人围坐在烛光前唱着生日歌，十分幸福。在小

芊吹蜡烛之后，妈妈忽然问了一句：“你还记得小时候，我和爸爸给你过生日的事

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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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芊陷入回忆中，她充满疑惑地对妈妈说：“妈妈，我记得我四岁开始的每一

个生日，可我三岁以前的记忆是空白的，这是为什么呢？” 

“真的吗？”妈妈对女儿的发现很好奇。妈妈说：“哎呀，我发现自己也不记

得三岁以前的事情！我可以记起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如果让我回想一下自己三岁前

发生了什么，我的脑海也是空白的呢！” 

爸爸说自己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真是一个特别的生日，一家人都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三岁前记忆消失”

现象，小芊决定到学校向心理老师请教一下。 

场景：女孩家里的客厅，一家人围坐过生日的场景。 

角色：女孩、爸爸、妈妈 

年级：六年级 

设计要求：生日场景中，勾出回忆的景中之景。 

【心理探秘】 

那么，小孩三岁前没有记忆是不是真的？  

其实，民间一直流传“小孩三岁以前没有记忆”的说法。大家都说，小孩三岁

以后才开始“记事儿”。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的人记不住三岁以前的事情，“三岁

前没有记忆”是真的。 

主要原因是：人类的大脑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

这两个结构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长期记忆，它们一般在人类三四岁之后才能发育成

熟，而在此之前都属于快速成长期。 

前额叶皮质区域是大脑发育最慢的部位，通常被称为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

孩子在三岁之前，仍处于婴儿期，所以他们的前额叶皮质还在发育中，并没有形成

足够精密的神经结构。 

在海马体成熟之前，人类只存在短期记忆，一般也就几小时或者一两天，根本

不能形成个人生活经历混合起来的自传记忆，以及对自身位置定位的空间记忆。 

我们将这种记忆生长规律称为“漏斗效应”。在三岁之前，记忆碎片会像沙一

样随着时间在大脑这个漏斗中流失。所以如果不是过于深刻的事情，婴儿很可能是

记不住的。 

设计要求：把大脑画成漏斗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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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贴士】 

有家长知道小孩子三岁之前缺乏记忆，所以放弃了相关的教育和引导，这是误

区。心理老师提示家长们：我们不能放弃三岁前对婴儿的引导，以下是具体的建议。 

1.多用笑容和婴儿互动 

笑是婴儿与大人交流的重要方式。婴儿出生仅几个小时就会笑,这种最初的笑

是无意识的，然而对大人与孩子的联系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婴儿的笑给大人带来

了内心的喜悦。如果大人也以笑回报婴儿，或者经常主动地微笑,不仅能让婴儿高

兴，也能使婴儿自发的、无意识的笑转变为一种交流——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社会交

流的开始。大人的微笑其实在告诉婴儿,他是一个对别人有影响的人,他的行为对

周围的人有作用。这种感受会使婴儿心满意足。 

2.多给婴儿抚摸和拥抱 

我们知道,0到 3岁的婴儿需要大人的照料才得以生存。大人的照料和保护,自

然使他们产生一种情感——依恋感，这种依恋感的满足与否,对孩子行为及个性的

发展有很大影响。 

婴儿从第 6 个月起,会对依恋的对象表示深深的依赖。当依恋对象离开时,婴

儿就会哭喊；当依恋对象回到身边时,婴儿会显得十分高兴。6 个月至 3 岁是孩子

依恋感发展的关键期。照料者应该给婴儿抚摸和拥抱，满足他们的依恋感，从而使

孩子内心愉快、充满安全感。 

3.多跟婴儿“谈话” 

3 岁以前的婴儿，经常用小嘴巴开心地嘟囔出各种大人听不懂的“言语”。这

个时候，大人要积极地回应，一起体验快乐的情绪。这不仅发展了孩子的安全的依

恋感，还使得孩子乐于对环境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建立初始的自信。大人越常和婴儿

用言语互动，婴儿的语言就越可能尽早发展和丰富起来。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一个人在婴儿期曾与母

亲(或一个稳定的抚养者、照顾者等)建立过一种温暖、亲密、持久的关系。它，无

可替代。 

设计要求：根据文字内容插画。 

【心法一诀】 

三岁前孩子没有记忆，但积极引导会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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