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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改背景下，教育工作的开展越发注重对于学生全发面发展的重

要性。小学作为教育工作正式开展的起点，树立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开端，对

于学生的多方面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学生的心理教育越发受重视的情况下，

统编版教材结合时代需求吐故纳新，将心理健康教育通过与真实生活相结合浓缩

在课本中的方式，帮助教师实现在教学工作中对与学生的心理教育，本文由心理

教育角度以小学一、二年级教材为例，对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进行分析与探索，

以实现帮助教师拓宽心理教育渠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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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的教学要求中，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成为了教学工作的开展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在小学语文这一帮助学生展开对世界认知的学科而言，

这一教学目标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新课改要求下，如何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水平，将心理健康教育与课本内容相结合是教师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

统编教材在课文编排中也格外注意了对于心理教育内容的融入[1]。

一、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心理健康通常而言指的是人内心的状态，在大部分时间下，心理健康的稳定

需要进行引导及调整，保证心理情况维持在理想状态下。作为正处于意识发展时

期的少年阶段，小学学生的思维模式尚未成形，自理能力较差，也不具备调节自

身心理状态的能力。在这样的角度下，外界影响对于学生而言形成的结果可能是

具有相当长远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年龄较小且现阶段大多家庭具有一定

经济水平，长辈往往对于孩子存在溺爱心理与行为，容易养成孩子的不良习惯与

错误认识[2]。为此，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学生起到的心理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都有着直接影响，是帮助学生树立良好品格的重要开端。

除此之外，实现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可以进一步帮助教师降低学会说呢过

管理的难度，还可以保障学生在未来成长中满足时代发展的根本需求。

二、统编教材相较传统教材的变动

    相较于传统语文教材，统编版教材以现今时代小学生的知识结构、心理状态



与年龄等直接特征，对于教材做出了较大幅度的内容调整，考虑到学生心理教育

的重要性，在统编版教材中也适时加入了心理品德的培养内容，在帮助弥补心理

辅导课时较少这一客观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语文教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3]。

在统编教材中，对于单个单元的教学主题设置明不十分明显，但其大多是以一个

核心话题作为展开点进行的，对于学生教育需求的人文精神与语文素养等因素实

现了有系统性、有层次的合理融合，由浅至深地对相关知识点开展了剖析，依照

教学实际开展并将其分布在课程的不同阶段中。通过对于统编版教材的深层次解

析，就可以找到其中隐含的心理教育。

以一二年级教材为例，统编版教材中较为明显的板块变动便是“与大人一起

读”。这是在统编教材中新增的一项板块，通过让孩子与家长一起阅读，除了可

以实现让家长辅导孩子阅读能力提升的作用外，还可以增强亲子间的互动，拉近

亲子距离。如在一年级下册中《胖乎乎的小手》一文中，就设置“与大人一起读”

这一板块。在原本教学中，这一文章仅仅是作为一篇易懂、有趣的文章增进学生

阅读的精读课文，但在“与大人一起读”这一布置后，可以帮助学生更加代入文

章内容，对于这一课文除了文章内容外的印象外，还增加了额外的回忆，对于小

学学生而言，来自长辈的教育与关怀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可以进一步帮助树立

孩子的良好心理状态[4]。

除此之外，统编版教材中还有对于课文内容的一定改动。如在二年级上册《玲

玲的画》这一课文中，统编版教材就做出了一定修改，删除了原文中作为结尾描

写玲玲在第二天的评比中获奖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原因在于，本篇课文对于玲玲

的心里变化描写较为明晰，爸爸对玲玲做出的“好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

糟。只要肯动脑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这一富有深刻思考性的开导正是本篇课

文的教学核心与难点所在。但通过教育经验的调查，在保持原有结尾的教学中，

学生对于爸爸说的“好事”就局限在了玲玲最后获奖上， 通过删除原有结尾，

有利于学生打开思路，完成对于爸爸最后评价的深入思考。

三、将教材内容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具有高度统一的学科，语文同时作为我们的母语，对于

心理造成的影响是相较其他学科更为深刻的。通过将课本内传达的心理引导内容

深刻融入进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实现对于学生心理潜移默化的感染与引导。



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通过明确课文中对于心理教育的中心点，可以帮助教师理

清课文教学条理并利用这一点实现对于课堂结构的优化，对心理教育关键目标的

掌握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教师在课堂中的心理教育效果。如统编版教材一年级下册

中的《夜色》一文为例，这一课文中的中心就是“克服胆小，做个勇敢的人，收

获美好”这一塑造坚强内心的心理教育内核，通过对于这一重点的梳理与明确，

可以帮助教师开展对于“做个勇敢的人”这一心理教学引导[5]。这就是对于教材

内容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直接效果，合适的结合可以做到启发学生对于自身

的探索与思考，以此实现对自身内在的不断锻炼与强大。

四、总结

    作为伴随着人一直成长的重要一环，心理健康的建设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

与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树立都有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作为帮

助人保持正向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小学这一养成人思想品格的重要阶段，对于心

理健康的教育可谓是教学工作的一大要点。通过对与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深入

剖析，可以实现将心理健康教学融入语文教学工作中，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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