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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及策略研究

赵璐

宝鸡文理学院，721013，陕西省宝鸡市

摘　要：中学生正处于身体成长的黄金阶段，但大多数家长自己关心自己孩子的身体成长而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教师不仅仅要承担教书的任务，更需要承担育人的任务。思想政治课在培育人的活动中地位十分重要，他包含着德育也包

含着心理健康教育。本文一方面从中学生目前心理状况入手，探析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就如何在思政课

堂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渗透提出一些策略，使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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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一 )、中学生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1、厌学情绪滋长

厌学情绪是影响学生学习障碍的最普遍问题，进入中

学后有一部分学生成绩开始明显下降，这一现象到初中二年

级的时候达到顶峰。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越来越具有勇气表

达自己的想法，有一定的逆反心理他们更喜欢挑战父母和老

师的“权威”。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被父母和老师逼着学，

学生在强烈的逆反心理中他们产生了厌学情绪。

2、自卑感严重

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加，对社会有了一定的认知，中

学生也正处于叛逆期。中学生喜欢拿自己与他人做比较，

总能对比出自己的不足而忽视自己的优点，从而抱怨生活，

抱怨自己。非常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愿意相信自己

对自己的认识，更愿意相信别人的对自己认识，从而产生

自卑情绪。

3、人际交往困难

当今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越来越被人们

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会被贴上“自私”的标签。青

春期小团体的问题也逐渐出现，小团体里的成员有着共同的

爱好，空间上容易接近，年纪相仿并有着绝对的忠诚感。有

些事情宁可和朋友说也不愿意和老师交流，不断的和老师产

生冲突，冲突积聚起来，人际交往也越来越困难。

（二 )、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1、学校教育问题

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成长也有的极大的主导性。首先，

学校的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学校的物质环境，如敞亮的

教室、先进的教学设施等都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物质条

件。它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生活习惯，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和爱校荣校的良好习惯，培养他们的爱校情怀以及爱国

情怀。其次，学校的文化环境对学生成长起着很大的影响作

用，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使学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提升学生凝聚力，培养集体意识。最后，教师个人的行为也

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优秀的教师会对学生正确的指

导，给学生一种积极学习的心态，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

2、家庭环境问题

教育孩子的场所不仅仅是学校，家庭环境也是。家庭

中的父母也是孩子的朋友也是孩子的指路人。首先家庭教育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较大。有些父母为了教育孩子忽略孩

子的感受，认为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孩子而且不犯法，这样往

往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其次，家庭结构也对孩子的

心理健康起着一定的作用，如单亲家庭的孩子从小缺少母爱

或者父爱，他们不愿意与其他人相处，从而产生一种自卑情

绪，这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后，家长的心理健康

状况对孩子的成长也是十分重要的。

3、社会环境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文化不断地与国内文化融

合，产生不同文化观念的矛盾与冲突。社会文化良莠不齐，

而中学生辨别是非能力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同时社会对

心理疾病的重视程度不够高，热衷于快节奏工作压力大而忽

视了身体健康，很多人身体处于亚健康。此外对心理疾病的

偏见在中学生群体里广泛存在，他们不愿意与家长老师倾诉

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就很难有效开展。

4、自我意识问题

首先，自我意识可以促进人的健康成长，自我意识可

以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对自己

形成一个客观地评价，才能促进自我心理健康的发展。其次

自我意识可以促进人的自觉性，知道那些事可以干，那些事

不可以干。当然，自我意识并不是越强越好，自我意识适当

才能促进人的发展，如果人的自我意识过剩则会产生太在乎

别人而限制自己或者太在乎自己而轻视别人。

二、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一 )、提高思想政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能，具备较强的

素质，能灵活应用于每一个学生。教师是在中学思想政治课

教学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渗透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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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行动去引导学生，也可以给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

围，更可以提高学生的优良品德。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求

“教师要掌握相关的心理问题的解决技巧，才能对学生出现

青春期心理问题进行有效预防，保证学生的心理水平一直处

于健康的状态，促进学生全面人格发展”[1]。

衡量一个好教师的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自主学习的积

极心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趋向多元

化，其所接受的知识的难度也明显提高，中学生又处于叛逆

期，喜欢挑战教师的权威，经常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如果

教师回答对他们会对老师产生一种敬意，如果教师回答不出

来学生会认为这个教师没水平，教师的权威会大大降低，所

以作为一名中学思政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自主知识水平才能

很好地应对学生的问题。当前许多学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

就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心理疏导能力。中学思政教师不应该

只具有专业的知识能力，更应该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能

力才能更好地在思政课堂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从学

校发面来说，教师待遇低，许多教师迫于生活压力从学校辞

职去工资较高的私立学校或培训学校。学校可以提高教师的

待遇，让教师不再为生活基本支出而发愁，使他们没有后顾

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当中。学校还应该为教师定

期体检，教师工作强度很高，也需要一个良好的身体做支撑。

（二 )、坚持在中学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

教育原则

1、教育性原则

中学思政课堂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要坚持教育性原则，

不应该采取任何不利于学生的行为。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培

养学生健康的三观，只有学上养成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学生的心理也会越来越健康。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论与学生的心理现状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

课堂向学生讲授知识让学生对心理健康有了一定的认识，这

样学生也会自己疏导自己，不仅仅是只学习到文化。

2、系统性原则

在思政课堂中，心理教育不是一两节课就可以讲明白

的。心理健康教育涉及的知识性比较强，需要系统学习。在

思政课堂中要以课本为主，心理健康教育为辅，这不能舍本

逐末。美国学者布鲁姆认为教学目标包含认知目标、情感目

标和技能目标。他重视促使学生形成健康和健全人格的教育

目标和发展目标 [2]。思政课堂教学中应结合知识、能力、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目标”，使学生学习知识后自身素质

得到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得到加强。教学必须循序渐进，注

意每一课与每一课之间内容的连贯，逻辑的通顺。

3、主体性原则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的人”。在思政课堂中要强调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听众是学生，

而不是其他人。作为教师，应该考虑如何把学生教好；学

生作为听课的主体，需要和教师形成良好的关系，而不是

互相讨厌。

4、参与性原则

一节课的参与者是教师和学生，成功的课堂不仅仅是

教师一个人的力量，是所有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教师应该

让每一位同学参与进来，班级同学也会更加团结。作为学生

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认真

听好每节课，扎实巩固每个知识点。如果部分同学没有参与

进来这节课不会成功，上课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生，如果学

生不参与进来，上课的目的也没有达到。

（三 )、在课堂中强化学生成功体验

让每一位学生积极地参与进来，不再是过去教师是绝

对权威，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思政课堂是具有活力的课堂，

教师带有积极的态度地去上课，感染学生让学生体会到民主

的氛围，学生体会到民主氛围才会与老师用心去沟通，老师

也会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各方面情况，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在课堂中对学生悉心指导，恩威并施，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不可一味地激进。教师对于上课不认真的同学，不应

该挖苦，对回答问题回答正确的学生给予鼓励。我们常说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教学中要注重挖掘和激发他们对学习

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主动接受心理健

康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的目标。

（四 )、建立思政课堂综合评价方式

新课程改革中更新了关于对课程评价的改革理念，确

立了三个重要方面 : 重视发展，淡化甄别与选拔；重综合评

价，实现评价的多元性；注重过程，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

评价相结 [3]。思政课堂不仅仅是对学生知识的传递更是对学

生未来的指引。教师需要从教学准备阶段开始关注每一位学

生，不应该只关注结果，结果不是唯一衡量学生的尺子。习

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到“青少

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思

政课堂作为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主要阵地，

更应当对学生进行综合考量，得出综合性的评价，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培养接力新时代发展新征程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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