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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的开设，其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健

康的心理状态，尤其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与其它专业相比，
理工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承受着实验、实证等心理压力，
因此为培育出适应社会发展且满足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将生物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相渗
透，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1　生物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意义剖析
目前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在影响其健康化发展

的同时也加剧了学业、就业等矛盾和冲突，高校稳定性发展也由
此受到了一定影响。基于心理健康教育来落实专业课程教学，不
仅能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记忆，同时还有利于培养他们积极
健康的心态，是新时代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培育的有效渠道。以心
理健康教育为载体将其与生物医学课程内容交叉结合，从某方面
而言还具有如下意义——通过丰富情感以及调整认知等方式，在
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同时也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批判思维与创新
思维，更为复合型强心理素质人才的高效化培养创造良好条件；
两者交叉融合在打破专业壁垒的同时通过创建开放式课堂，在帮
助教育者熟悉掌握所学课程时代与社会的宏观环境，从而实现个
体与时代、与社会的相互认同；运用图像和电信号，能够更为理
性直观地解决人的心理层面的问题，使课堂教学更具理性化与应
用性[1 ]。

2　生物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策略剖析
2.1教学内容剖析
在应试化教育教学中，由于教育工作者侧重于学生对于理论

知识的掌握度，学生学习兴趣被不断削减的同时也不利于他们形
成积极健康的心理[2]。在生物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背景
下，在保证总课时不变的前提下为增强课程的应用性，教育工作
者在教学过程中需积极寻找生物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契合
点，通过适当增加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接纳心理咨询”
知识的普及，由此在充实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对现实社会
的认知和理解。在传统课堂教学中受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场地等因
素的限制，再加之教育工作者“重理论、轻应用”的思想，生物
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往往流于形式，学生也无法得到更好
的理解与吸收，因此为改善当前整体教育教学现状，在课程教学
中教育工作者可借助专业仪器，将心理学的概念、原理等通过图
像、脑电波等形式呈现出来，在增强课程教学趣味性的同时吸引
学生关注度，并由此显著增强了课程教学的应用性。如在讲解“记
忆”内容时，生医运用“工作记忆”，通过仪器分析短时记忆在大
脑中的反应，对大脑进行调控研究，使心理课程更加理性且具应
用性，再者就是在讲解“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时，为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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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心理调节能力，教师在讲解课程教学内容的同时可适当增
加“心理应激的心理中介变量”内容，在帮助学生正确认知应激
源以及了解应激反应的同时能对其进行有效处理[3]。

2.2教学方式剖析
新课程教育体系深化改革下，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实施不仅

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弱化了生医与心理健康教育
的结合效益，对学生全面化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课堂
教学中，为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以及提高课程整体教学质量和效率，
在将生医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时教育工作者需加快构建跨学科的
复合课程群，在避免教学环境枯燥性的同时提高结合效果，具体
而言就是在复合课程教学设计过程中，为确保“跨学科、跨专业，
多学科协同”效益的最大化，教育工作者可基于传统第一课堂讲
解课程知识，另外在讲解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心理健康课程开放式
课程教学（即心理课程的“第二课堂”），再者就是通过整合生医
学科的资源优势，将与心理学有关或一定目的的课程内容引入到
微型心理实验室内，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参与易操作的
经典心理学实验，并使用专业仪器形成相关的图像和数据作为支
撑就心理现象进行讲解，由此在全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将
原有抽象性概念立体化呈现在学生全面，从而加深学生对课程知
识的记忆和理解[4]。

3　结语
概括而言，高校大学生在保留大学生心理发展共性的同时也

有着属于其自身的个性特征，健康问题的存在不仅对自身发展造
成了一定影响，同时也关乎国家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率，
因此将生物医学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有机结合，在激发学生跨学
科学习探索的同时也为新时代复合型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创造了良
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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