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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教育机制在中小学教育管理中的引入分析

谢兆文

福建省宁德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 摘  要 ]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心理出现问题的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大、数量增加明显。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中，既能够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际性，又能够促进中小学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本文以宁德市部分中小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在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为研究课题，分析论述了该教育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探讨了开展教育活动的有效措施和成功

做法，旨在为推动中小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和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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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以宁德市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的有效开展为研究课题，分析论述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开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探讨了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的有效措施和成功做法，旨在为推动中小学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和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和一定帮助。

一、中小学校心理教育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问题，而心理健康教

育也成为了热话题和焦点。在教育改革浪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进入了各级学校。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专门为

各级学校配发了心理健康专业制定教材，增设了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这些措施为中小学生保持健康心理、实现健康成长、确保

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指引。

目前，中小学校的学生年龄普遍偏低、学习压力较大，尤其升

学压力加大，这些年来心理出现问题的学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大、

数量增加明显，本人调查了宁德市中心城区3所达标高中150名学生，

其中：高一 50 名学生有 45 名认为入学模拟考试不好，会影响心情和

学习的动力；高二 50 名学生有 40 名学生认为全市质量检测不理想，

会感到苦闷、焦虑、厌学；高三 50 名学生有 40 名学生认为感到苦闷、

自卑、焦虑、压抑、自我怀疑，甚至退缩。再如：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个别学生过度关注疫情，反复思考等认知困惑；紧张、焦虑、恐惧

等负性情绪；反复洗手、反复测量体温等行为异常；失眠、多梦、紧

张等身体不适；等等。为此，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生教育管

理工作的开展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还

有待提高。怎样改善和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

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二、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必要性和重要性

目前，宁德市部分学校把中小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生

教育管理工作中后，不仅提高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际性，

而且还促进了中小学校教育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主要表现

以下三点：

一是心理健康教育影响着中小学校学生的成长。只有健康的心

理，才能对每个学生正常的发展有巨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只有健

康的心理，才能让学生充满着努力积极的力量，才能让学生生活得

愉快、轻松面对学习，才能到达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奋斗的目

的。只有健康的心理，才能让学生树立如何正确对待人生观。所以，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纳入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既能确保中小学学生

健康成长、综合能力素质提高，又能为社会未来培养高水平的人才。

二是心理健康教育影响未来社会建设人才的质量。中小学生是

祖国的未来建设的基础力量和新兴希望。确保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既能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当前沉重的学习目标和适应面对青春期成长

过程中出现的人生困惑，还能有效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树立正确

的事业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奠定良好而强大的心

理基础，更好的适应未来国家建设发展的需求。

三是心理健康教育影响学校的管理和社会的安全稳定。中小学

校的学生保持健康的心理，能够使中小学校的学生理性面对并积极

配合学校的管理教育工作，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就能够减少因心理

问题而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疾病或意外情况，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三、宁德市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有效措施和成功做法

（一）心理健康教育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近年来，宁德市部分中小学对心理健康教育管理进行了有益探

索，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生管理教育工作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发挥学生主动作用而不是被动接受。如：霞浦宏翔高

级中学，每学期教师开展“假如我是学生”活动，培养该校教师具

备换位思考意识，善于站在学生视角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同时一

定要深入认识到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应当发挥主动作用，而

不是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被动接受者和服从者。以这种认识来开展

中小学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教育管理

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相

互促进、合作共赢的目的。通过几年努力，该校学生高考录取成绩

连续多年排名均在宁德市同类学校前列。

二是坚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原则。广大学生因为家庭条件

的不同、周围环境的差异和个人经历的高低等，一定会产生不同的

个体差异。在尊重这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学生的差异，

思考制定差异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这就是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

落实以学生为中心思想的具体体现。：如：宁德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

学，分三个层面辅导学生心理问题，第一层面班主任，第二层面年段，

第三层面专业老师，采取鼓励为主的方式，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以

正确的态度对待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2019 年上学期该校在全

省小学语文学科质量抽查成绩在同类小学中名列前茅。同时，尊重

广大学生的个体差异，如：宁德蕉城中学有个残疾学生自卑心理严

重，该校通过“一对一”心理辅导，成绩稳步提升。

三是坚持心理健康教育具备 “学生味”。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必须

研究学生们的成长经历和规律，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研究他们的反映

和感受，这样才能发挥他们参与教育活动的主观性和自觉性，真正

实现心理健康的锻炼和培养。因此，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教育

管理工作者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针对他们成长中面临的实际

问题开展教育的同时，坚持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调查发现教育活

动的效果反馈，收集整理他们真实收获和心得，了解这样的教育和

管理活动对帮助他们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作用。如 ; 宁德市高级中

学针对学生 hu 缓解高考压力大问题，通过年段收集学生心理特点，

建立“一人一档案”，采取不同措施破解学生心理困惑问题。

（二）心理健康教育要适应现代社会科技特点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已经无法脱离现代

科技手段的辅助和帮助。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的应用，也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起覆盖全员、成效显

著的心理健康现代科技网络。主要有以下三个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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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要科技化。善于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丰

富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如：宁德市福安实验小学采用网络

技术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形式丰富多样、更加吸引学生注意，心理

健康教育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古田一中、宁德一中利用校园网普及

心理学知识，减轻学生高考压力问题。

二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要科技化。心理健康教育和其他课在

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课程。如果忽略了这个特点，就会导致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缺乏了应有的科学性。比如对于心理健康知识虽然不需要

开展特别高深的拓展，但基本的常识或概念必须进行深入浅出的解

释说明，才能不会影响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如：霞浦一中每年

新生入学、高考临近均聘请心理学教师开设讲座，让学生尽快适应

学习环境。

三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场合要科技化。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应当为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辟专用场所，设置心理健康网络咨询室，让学

生们采取网络在线的形式完成心理问题的咨询和解答。这种方式既

能够保证学生敞开心扉、吐露内心真实想法、使心理问题及时得到

解决，又能保护他们的隐私、尊重他们的医院，保证心理健康教育

的顺利开展。如：福安一中通过校园网开辟心理专栏，普及心理知识，

取得良好的效果，连续多年高考成绩名列前茅。

（三）心理健康教育要进一步得到加强和重视

首先，要切实落实国家出台的政策，对规模比较大的中小学按

生师比配齐配足中小学心理健康专任教师，对中等规模学校可以几

个学校合并按照编制配备教师，通过“走教”形式开展心理教育，

对小规模农村完全小学以下学校可以通过培训，班主任作为兼职心

理健康教师。第二，充分利用创建中小学达标评估为契机，建设单

独心理咨询室，有利于工作开展。第三，从设区市层面看，中小学

要建立市、县、校、年段、班四级心理健康网络，并建立工作机制，

如：市级由设区市进修学院和高校负责，加强心理健康教师培养与

指导；县级由县进修负责，加强研究，开展具体业务指导；校级、年段、

班都建立相应工作职责，明确分工。第四扩大宣传，让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高度重视，自觉接受和参与教育活动，及时纠正不良心理问题，

有效化解不良心理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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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整个谈论的气氛非常放松。

（2）提供词汇

在讨论过程中，组员经常会遇到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词穷的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向同伴进行求助，他们救助比较多的方式，

就是使用母语直接求助。在这种情况下，基本都会得到组员的回应。

A: What do you buy?

B:  I  usually  buy  food,  clothes,  and  very  something 

exchange.

A: exchange?

B: Strange….like my key direct. 

A: What?

B; 挂饰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语料中，B 同学对于奇怪这个词的发音发

错了，A 同学给予了纠正。紧接着，B 同学在交流中碰到不会表达的

词汇，立马向组员进行了正面的求助。同伴支架的作用在这短短几

句话中，发挥了作用，保证了小组讨论的正常进行。

（3）提供词汇和观点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有时候同伴支架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一种，

有时候会是两种的结合。比如在该研究中发现，有时候同伴支架既

能提供词汇也能提供观点。具体例子如下：

    A;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want to marry?

B: maybe…, a, a, 

    A: A beautiful wife.

B:  Yeah,  a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eye-

catching, 

C; so young….

B: And a young, a beautiful, 

三、结论

本次研究发现同伴支架对于大学英语口语课堂的讨论环节起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口语课堂中，教师应积极提倡各种形式

的同伴支架，来促进学生的英语口语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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