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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1.1 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
中学阶段是是形成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年龄阶段，不管是

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学生在遇到复杂
问题时，往往会无法正确应对，中学阶段形成的人格可能会对
未来的学习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中学生
打架斗殴、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数不胜数，这些都与学生的心
理问题有关，这充分说明对中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急需解决
的事情。但是，传统的教育观念促使老师和家长更关心学生的
学习成绩，使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1.2 教育者缺乏有关心理学的专业理论知识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与心理健康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初

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涉及到了许多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
识，比如青春期的心理问题、情绪情感、人际交往和沟通、积
极承担责任等，不管哪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对学生产生重要
影响。因此要想做一名合格的道德与法治课老师，需要有系统
的心理学专业理论知识，但是现实中的道德与法治教师大部分都
只是掌握与课程有关的知识，对心理学的知识不是很了解，平
时也缺乏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心理健康的好坏甚至对一个人的一
生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心理健康教育随便说
说就可以或者随便哪一个老师教都可以。

2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2.1 提高教师综合素养
为了更好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要提高重视程度，提高

自身专业素质。既要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也要随时关
注学生的心理变化。通过日常的仔细观察以及通过多种渠道充分
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变化，并做到及时与学生进行平等的
交流和沟通。当学生出现消极的情绪后，积极的对学生进行鼓励
和疏导，逐步消除学生潜在的心理问题。

2.2 积极挖掘道德与法治课堂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资源
现阶段需要构建双边互动、动态发展的课堂。在教学中，学

生在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中，教师要抓住时机捕捉带有典型性
的场景或语言等，及时调整教学活动，刺激学生进一步的求知探
索，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升华情感，循序渐进地渗透有关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道德与法治课具有实效性，教学内容会随着社会的
变化进行更新和调整，所以，在课堂上，教师要从学生所熟悉的
相关案例出发，逐步引导学生从案例过渡到自己的生活。

2.3 优化道德与法治课堂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式
创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情境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方式，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只有以情境为依托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初
中生对心理健康本来关注的就比较少，如果学生再没有足够的兴
趣和动力，那么，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就很难实现。所以说，在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良
好的情境作为依托，使师生一起在情境中感悟和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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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情绪与心理很容易产生波动，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对学习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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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七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第八课第二框《敬畏生命》为例，这
部分内容主要是让学生认识到生命至上，引导学生体味生命的价
值，从内心深处敬畏生命。对于当代的初中生而言，很多人都认
识不到生命的可贵，甚至有时会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冲动心理，做
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因此，教师需要多从心理上进行引导，让学
生认识到要珍惜热爱生命，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在引入新课之
前，教师可以播放汶川地震中军人、志愿者等舍己救人的感人故
事，并且给学生留一个思考题，他们这样做值得吗？学生们通过
场景的再现，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珍贵，这时，可以请同学起来表
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学生通过语言的表达可以展现出内心的真实
想法，这是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接着教师可以继续展现几个类
似的镜头，通过多个情境加深学生的感悟，实现情感共鸣。

2.4 引导学生在课堂中敞开心扉、表达心声
现阶段的初中生具有追求新颖、个性的特点，在学习中，对

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会积极投入，对于比较敏感性的内容则
会有排斥心理。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来说比较
敏感，因此，教师只有对课堂上的心理健康教育进行谨慎、妥当
的安排，学生才能在课堂上展示自我，融入探究，表达出自己的
心得体会，以便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心理发展情况。

以七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第三课第一框《认识自己》为例，这
部分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目标是让学生能够真正从心理上认识自
己，接纳自己。教师可通过课本上的探究与分享活动“多把尺子
量自己”来让学生说出自己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都是从哪几
方面认识自己的？在实际的课堂回答中，学生可能总是过多回答
自己的缺点而忽视了自身的优点，也可能因为不好意思或不敢去
表达。这时候教师就要进行介入和引导，教师可以对班里每一个
同学说一个小优点，给学生鼓励和自信；也可以采取同学之间互
相评价的方式，让别人说出对自己的认识，以便全面的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使自己做到心中有数，能从心理上接受
自己，悦纳自己。

3  结语
综上所述，对初中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也是至关重要的，要想更好地实现道德与法治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
融合发展，是一项需要教育工作者持续努力和奋斗的工作，做好这
项工作，不管是对教学任务还是对学生的性格、人格等方面的培
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
更好地推动二者相融合的有效策略，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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