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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是小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一门课程，对很多小学

生来说，体育课能带给他们快乐的同时也能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应

有的锻炼，同时，心理健康对于小学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门课程，学生在上体育课时，一来能最大程度跟同伴进行交流

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就能被观察到，二

来在户外的场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有着良好的环境，

所以在体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而且相比其

他课程，体育课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更容易让学生接受。

1  小学体育课中心理健康教育渗透现状

在目前的小学体育课中，心理健康教育渗透的还不够到位，

教师在教学中还未完全将教学思想从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习惯

中脱离出来，导致在教学中把所有重点都放在了体育活动本身上，

教师不提及，学生自然不会意识到；第二个原因是教师的教学方

式单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来说也是左耳朵

进右耳朵出，教师没有有效传达自己的理念；第三个原因是没有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由于师生关系

不够亲密融洽，导致学生在接受教育时都是“口服心不服”，加上

部分家长对学生的不合理教育，导致学生的叛逆期提前，要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难上加难；第四点是教学没有针对性，小学生的差

异性可能不明显，但并不是不存在，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师要学会

因材施教，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教学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发挥最大效

用，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都一个样，没有针对性，学生的进步也就

很慢；最后一点是教师在教导学生时没有建立轻松的学习氛围，

体育课本身就应该是让学生的身心放松的一节课，教师在教导时，

为了让学生认真对待，把课堂氛围弄的特别沉重，就导致学生在

学习时无法消化，也不会积极思考，教学效率非常低，师生配合

度不高。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体育课中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度不足，

一直止步不前，学生的身体在课堂上得到了有效锻炼，但心理健

康问题一直存在，没有得到改善，教师要找出其中原因，做到有

效渗透，保证学生身心都能得到健康发展。

2  小学体育课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方法

小学生的自主发现问题和学习的能力稍弱，所以教师需要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改变传统教学理念，促进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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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增强体育课堂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在新时代的要求下，体育教学不仅仅是完成对学生的锻炼

就可以，更需要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平时上课的过程中，

教师要明白这一观念，把自己的教学理念及时更新，并给同学们

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和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人只有身体和心理

都健康，才能保证是完全健康的，学生在日常也要注重自己身体

和心理的双重关注，不能顾此失彼。教师只有增强了体育课堂渗

透心理健康教育理念，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更加自然融入心理健康

教育，学生只有明白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在课堂中和

教师有更好的配合，愿意听教师的教导，更好的满足素质教育的

要求。

2.2多样化教学方式，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性

第二点是多样化教学方式，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

身体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如果教学方式一成不变，学生不仅无法

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甚至会连基本的体育活动也会开始排斥，教

师只有多样化教学方式，才能带给学生全新的学习体验，并且学

生在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之后，在心理健康学习方面会越来越积极。

比如在平时上体育课整队时，教师可以教导学生要遵守班规和校

规，跟随集体，认真排队，对于一些表现不好，不好好排队，扰

乱秩序的学生，教师也要及时提醒，加强学生的集体意识，不能

因为自己影响了整个班级的表现；或者是在做课间操时，要求学

生的动作尽可能做到标准，不管是第几套广播操，都能全面锻炼

到学生身体的各个方面，认真对待广播体操能够保证学生的身体

健康，教师可以让同学们每人当一天领操员，严格要求自己的同

时，管理好班级其他同学，这样学生的自觉性能大大提升。教师

多样化教学方式，对学生来说能够重新定义体育课，把体育课和

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过程也就顺其自然，学生接受起来也比较容

易，加之给学生带来了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学生对于体育锻炼的

热情度也会提升，相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多样化的教学更能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帮助学生做到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2.3建立和谐师生关系，运用积极评价手段

第三点是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提升教学效

率的第一步，教师和学生和谐相处的过程也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的过程，试想一下，如果教师都处理不好师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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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那么教师对学生的教导就是纸上谈兵，学生也不会遵从教

师的教导，加上现在很多学生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

主”，性格有些嚣张跋扈，不会为别人着想，过分关注自己的

感受等等，教师如果无法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会在教学过

程中不断把学生往反方向推，教师应该和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

系，让学生首先明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重要性，在学生遇到

困难时给出鼓励，运用积极的评价手段让学生更有信心，同时

也更愿意和教师相处。比如在进行一些体育活动，跑步，或者

拔河时，学生遇到挫折想要放弃，教师可以言语上鼓励他们的

同时，也加入他们，带领学生继续向前，学生完成目标之后，

给出积极的表扬，这样师生之间的距离就无形中被拉近了，通

过这种方式，学生也能慢慢培养成吃苦耐劳，勇于上进的好品

质，并且会向教师学习，学会鼓励别人。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学

生积极性上的基础，教师要主动和学生建立良好关系，为教育

打好基础。

2.4 加强教学针对性，更好督促学生进步

在体育课中，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进

行体育教学的目的是完成学生的教学目标，同时让学生体会到体

育学习的乐趣，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教师对所有学生都保持

统一教学进度，就会导致一些尖子生觉得锻炼内容不够，达不

到锻炼目的，而一些后进生会觉得体育锻炼超出自己的负荷，

力不从心，导致体育课的价值未被发挥出来，学生的积极性也

会被打击。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学生分为尖子

生、普通生和后进生，在体育课刚开始十几分钟集中授课，告

诉学生本节授课内容，然后学生解散之后，再把不同的计划落

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对于尖子生，教师丰富锻炼内容，对于普

通学生，就按照正常进度进行，对于后进生，适当减少锻炼难

度，先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基础，这样才能让大家在体育课

上都动起来，或者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制定计划，一些性格

内向的学生，教师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比如

篮球、排球、拔河等，对于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可以练一

下短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让学生明白对待自身问题有

很多调节方式，学生身体得到锻炼的同时，心理也不断变得更

加健康和阳光。

2.5 建立轻松学习氛围，提升学生参与度

最后一点是在教学过程中，不管是体育教学本身还是心理教

学，教师都要注重课堂氛围，如果课堂氛围过于沉重，学生就

不愿意参与到活动和讨论中来，教师的教导就会事倍功半，而

且会出现不愿意配合教师的情况，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以学生为

主，根据学生的表现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有时候可能学生犯了

一些错，教师为了引出心理健康教育就会批评学生，这会造成

课堂的低气压，不仅被批评的学生自信心和积极性被打击，其

他学生也会由于害怕教师不敢有过多的想法和动作，本来心理健

康教育就应该是轻松的，如果在压抑的环境下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学生肯定无法完全高效吸收，教师建立轻松学习氛围，提

升学生参与度，能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能让学生的身心素

质都得到锻炼。

3  结束语

在体育课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能够让小学生的思想认

识更加正确，让他们对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积极

面对，勇敢化解。只有不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才能让他们的

人生变得更加有价值，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小学生的成

长中，要善于抓住学生心理进行培养，让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之

中，勇于面对挫折，真诚面对同学，献出爱心，让同学之间

变得更加温暖，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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