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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应用积极心理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禹卓玉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实验学校，广东 广州 510440）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深入，初中语文教学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育者在教授中学生知识的同时，应对其健康心理、积极学习态度等

方面提起关注，为此，将积极心理学引入到初中语文教学中显得很有必要。通过引入积极心理学，能促使中学生更为主动地投身到语文

知识学习中，加深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水平，发展其文化素养，进而提升教学质量。鉴于此，本文将针对积极心理学在初中语文教学

中的作用实施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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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语文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内容单一，中学生兴趣不足

现阶段，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源于教材，很少有教育者

能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对其实施优化、创新，长期接触单一的教学

内容很难让中学生保持较高学习兴趣，不利于他们学习质量提升。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育者主要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字词、句式、

修辞等，这些内容若不能被有效拓展，将难以激发中学生兴趣，

从而让中学生感受到一种枯燥、死板之感。长此以往，中学生将

逐渐丧失参与到语文课堂的主动性，不利于后续教学工作开展，

对授课水平提升影响巨大。

（二）教学形式固化，中学生理解困难

在初中语文课堂，常见的教学形式是：阅读课文——讲解字

词——中学生背诵——习题测试。在这样的固化形式下，教育者

难以对现有教学形式实施革新，中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未能

得到凸显。尤其在讲解一些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内容时，部分

中学生难以理解作者的情感内核，极大影响了语文教学的育人效

果。长此以往，中学生的思维能力、文化素养难以提升，不利于

他们心理健康成长。

（三）教学深度不足，中学生思维较浅

受限于多方因素，初中教育者实施语文教学时，授课深度十

分有限，中学生通常满足于理解教材内的表面知识，缺少对所学

知识的深刻思考。在实际教学中，很少有教育者会结合教材实施

资源拓展，即使部分教育者会引入一些课外资源，这些资源的完

整性、趣味性、教育性也较为不足，难以满足中学生深度思考的

需求，不利于中学生完善自身知识体系，对教学质量提升产生了

较大影响。时间久了，中学生的心理会变得局限，思维变得固化，

对其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积极心理学的意义

（一）有助有中学生形成乐观心态

俗话说，心态是命运的控制塔，好的心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提升中学生的学习效率，对其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当前，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精神生活却日渐空虚，长

此以往，会在社会中滋生很多不良现象。一些中学生常抱有悲观

心态，在面对问题时难以用正向思维面对，这对中学生解决问题

鲜有帮助。基于此，教育者可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日常语文教学中，

借此帮中学生养成良好的心态，使其在面对生活、学习中的诸多

问题时能抱有一颗平和之心，从而促进自身综合能力提升。此外，

中学生若能拥有乐观心态，对提升自身的意志力和自信心也有很

大帮助，使其在面对困难时能无所畏惧、勇敢前行。

（二）推进了融洽师生关系的形成

积极心理学非常重视中学生内心的真实体验，能在一定程度

上将中学生的正面情绪激发出来。在实施语文教学时，教育者应

可利用正确的方式对中学生实施心理辅导，帮助他们消除自身负

面情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学生的学习质量。此外，积极

心理学要求教育者应给予中学生足够的尊重，在日常语文教学中，

教育者应细心观察每位中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状态、兴趣倾向、

心理问题等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将中学生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

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教育者应开展针对性教学，要鼓励中学生

做自己擅长的事，从而使他们的能力特质彻底彰显出来。此外，

对于那些犯错的中学生，教育者应对其保持一定的容忍，还应对

表现好的中学生给予及时的鼓励，借此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兴

趣。通过此方式，师生间的关系将会变得越来越融洽，中学生的

班级归属感也将得到大幅提升。

（三）有利于对中学生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积极心理学所提倡的主要理念是以人为本，它非常重视个人

创造力和优秀品质的提升，并以幸福、美满的生活作为主要目标。

这种特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高的相似性，基于此，教育

者若能切实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语文教学工作中，对提升中学生

的社会认同感有很大帮助。同时，在积极心理学的影响下，中学

生未来遇到困难时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还能增强中学生探知

社会正能量的敏感度，从而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积极心理学的策略

（一）培养自身积极心态，为中学生做好榜样工作

事实证明，年级越低的中学生具有的向师性越强。在初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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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的一言一行对中学生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良好的班级风

气和教育者的教学方式有很深的联系。教育者若想让中学生养成

积极的心态需从自身入手。首先，教育者应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样可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学生产生激励，使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过

程变得更加朝气蓬勃、充满激情。其次，教育者应具有勤奋进取

的积极态度。在教学工作中，勤奋的工作态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对

中学生产生激励作用，赋予他们无穷的力量。最后，教育者应具

有较为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

中学生语文教学工作中，教育者若不具备严谨性，对中学生养成

扎实、沉稳的学习习惯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基于此，教育者应努

力养成正向、积极的生活和工作态度，以自身行为给中学生做好

榜样，这样对中学生未来的发展将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营造一个温馨、和谐、平等的课堂氛围

教学工作面对的对象都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中学生，因此，

良好的课堂氛围对中学生养成积极心态有重要的影响。在传统师

生关系中，中学生和教育者通常为一种单向授受关系，在课堂中

经常是“我讲你听”的状态，这种关系缺乏一定的平等性，很容

易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的情况。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教育者应首

先放下自己教育者的架子，要站在和中学生平等的角度思考问题，

并对中学生提出适当的建议，针对他们的负面情绪实施正向的引

导。在日常语文教学中，很多教育者对中学生都会有一种“恨铁

不成钢”的心态，这样很容易在和中学生实施交流时说一些过激

的言语，甚至部分教育者还会对中学生实施变相体罚。长此以往，

中学生可能会在心中生出逆反心理，甚至部分中学生会出现“破

罐破摔”的情况。曾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最好的教育秘

诀便是给予中学生充分的尊重。”基于此，教育者应将积极心理

学应用到日常语文教学过程中，对中学生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尊重，

为其构建一个温暖、轻松的情感氛围，这样中学生可在此氛围中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形成健全、积极的人格。由此可见，

良好的班级氛围对中学生的身心发展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比如，在开展教学时，教育者要尝试从多个角度出发，调动

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们都知道，如果中学生能够对语文这门

课程感兴趣，就会在心中产生一种“内驱力”，他们会在这种力

量的引导下更为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学习效率也会有很大程度

提升。因此，在开展授课时，教育者可结合语文教学内容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实施辅助，这样能大幅提升课堂的感染力、吸引力，

引发中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强烈探求兴趣。以《春》这课的教学为例，

教育者可以结合散文内容为课堂教学搭配一些媒体视频，中学生

可以从视频中看到嫩绿的小草从土里偷偷冒了出来，桃树、杏树、

梨树都像赶趟儿一样开满了花，下雨时，如花针、如牛毛、如细

丝的雨水轻轻落在草地上，彰显着春天的活力。通过让中学生观

看视频，他们能更为主动地投入到语文课堂学习中，逐渐形成非

常强的学习主动性。不仅如此，在中学生观看媒体视频时，他们

能够从中更好地体会大自然的魅力，这对其道德品质提升、审美

素养发展有重要意义。

（三）在教学中学会悦纳中学生

当前，很多中学生在家受到了太多父母的溺爱，致使其缺乏

必要的规则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语文教学的实施难度。

在此背景下，教育者应切实做到用积极心理学知识指导自己的语

文教学行为。中学生的身心尚未发育成熟，有时会做出一些错误

行为，对此，教育者应学会悦纳中学生，对中学生展现出必要的

包容性。在语文教学中，教育者应尽可能发现中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对他们的优秀品质给予及时、准确的肯定，从而在促使中学生积

极心态的发展。此外，中学生正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他们

身上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教育者在实施语文教学时，应提升自身

的着眼点，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学生的变化，对他们的错误

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坚信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可在

无形中帮中学生养成良好的积极品质。由此可见，在语文教学工

作中，教育者应将中学生放在重要位置，善于容纳他们身上的缺点，

对其积极行为和心态实施及时的鼓励和肯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他们的优秀品质。

（四）帮助中学生养成良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在积极心理学中，将人培养成为具有责任感、有礼貌、利他

主义的社会个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此，在中学生的语文

教学工作中，教育者应将培养中学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等优秀品

质放在重要位置。首先，在日常语文教学中，教育者应营造一个

良好的舆论氛围，让中学生明白什么是光荣的，哪些行为是可耻

的，使其对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产生更加深入的认知。其次，教育

者可通过定期开展班级活动，例如，不同班级之间可实施拔河比

赛、足球比赛等活动，这样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中学生的集体意

识，还能在无形中将中学生对荣誉感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教育者应着力帮助中学生实施自我养成，通过在教学中对

其行为实施一系列的引导，从而全面提升中学生的综合品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教育者若想将积极心理学应用到初中语文教学中，

可以从培养自身积极心态，为中学生做好榜样工作；营造一个温馨、

和谐、平等的课堂氛围；在教学中学会悦纳中学生；帮助中学生

养成良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等层面入手，以此在无形促使中学生

心理更为积极向上，进而提升初中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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