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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心理健康教育在高中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中的
渗透路径

范楠楠

（威海市第四中学，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在高中班级管理中，维护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是教师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班主任作为为班级直接管理者，要在日常工作中恰

当的融入心理健康教育，通过一定的方法引领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促使其以更为积极地态度和状态投入到紧张的高中学习中。基于此，

本文结合笔者工作实践，就心理健康教育在高中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中的渗透路径进行如下讨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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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正是青少年身心由青涩转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此阶

段内，学生心理活动频繁，习惯与性格逐渐发展成型。班主任作

为为班级直接管理者，应充分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班级管理

工作的重要价值，借助其渗透构建良好的班级秩序，推动学风和

班风建设的有效开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

一、高中班级管理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

心理健康作为学生发展的重要方面，在高中班级管理工作中处

于基础地位，对教学工作的开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班级管

理工作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践载体，心理健康教育反过来促

进了班级管理工作内容的完善，因此二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

统一。教师要在班会、课外活动、心理辅导活动中提高高中生对心

理健康的认识，强化其保健意识和自我认知，为其长远发展打下基

础。对于心思较为细腻的学生，要加强情绪疏导与思想引导，通过

与学生的广泛沟通，提升心理辅导教育的针对性，促进学生能力与

身心健康的同步发展，实现对班级管理职责的有效发挥。

二、高中生常见心理问题分析

（一）情绪焦虑问题

高中学习压力较大，学生产生紧张、忧虑、焦急、恐惧等心

理情绪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情绪焦虑问题，是一种多重心理情绪

反应交错而成的复杂的心理。学校、家庭、社会等都是学生情绪

焦虑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面对学业成败的舆论时，遇到

学习失败与挫折时，学生很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尤其是考试前后，

来自各方的期待十分容易造成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其情绪焦虑问

题的产生概率大大提升。处于高中阶段的学生自尊心极强，对于

教师、家长、同学的认可有迫切需要，当这种需要不能有效得到

满足时，他们容易情绪焦虑，具体表现出爱发脾气、急躁等问题，

甚至有的学生会因此而斗殴、逃学。

（二）自卑抑郁问题

自卑抑郁问题在高中生身上是比较常见的，其中自卑源于学

生在自我认知上的偏差，处于这种状态的学生会认为自己无能软

弱，抑郁是一种情绪上的心理障碍，出现这一问题的学生通常会

表现出情绪低落。在高中阶段，学生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往往

会缺乏完全客观的自我评价，容易因为自我评价偏差出现心理问

题。一旦这类心理问题出现，学生会逐渐表现出消极、悲观情绪，

心理的承受能力与沟通能力也会因此而明显降低。逃学、厌学、

记忆力下降、精神涣散、学习困难都是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常见

外化表现。高中生具备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有些学生会在自我

调节下慢慢恢复心理健康，也有一些学生则需要教师给予适当的

帮助和引导，如果教师未能对此引起重视，他们可能会深陷不良

情绪之中，久而久之导致自身的日常学习与生活受限。

三、心理健康教育在班级管理的应用策略

（一）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引导学生树立信心

对于学生发展而言，高中时期是比较关键的，家长学校的殷

殷期盼、繁重的学业都将对其健康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有

的学生能化压力为动力，也有的学生会产生思想包袱，继而影响

其正常学习和生活。当学生有思想包袱时，若受到学业打击，很

容易一蹶不振、郁郁寡欢。因此，班主任要关注学生思想动态，

针对性地对其心理素质进行强化和引导。一旦发现学生产生持续

的不良情绪，教师要及时采取引导措施，继而帮助学生找回信心、

消除思想障碍。

例如：班主任要将晚自习和大课间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多

走进班级、走进学生，一旦发现学生郁郁寡欢就对其进行重点关注，

并通过聊家常的方式对其进行思想引导。在高中时期，学生对班

主任有强烈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这使得他们容易接受班主任的影

响和教育。班主任可以作为过来人，为学生分享一些处理生活与

学习问题的经验，使学生得到启发。当班主任向学生推心置腹时，

学生作为聆听者的感触会很大，此时班主任工作对学生的积极影

响也会较为显著。班主任可通过自己的成长实例使学生意识到人

生还长，高中阶段只是生命历程中的一小段，不能因为一时的不

顺而自我否认，而是要坚信“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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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表明，高中班主任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密切关注，及时有效的给

予他们心灵上的洗礼，可以促使他们形成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

可贵品质，强化其对于未来的信心。这将令学生终身受益。

（二）关注学生行为动态，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高中生，迷恋游戏、和教师对着干的现象

并不新鲜。面对这些问题，班主任要做的不是指责、回避，而是

要关注学生行为动态的改变，及时发现问题，并采用柔性的班级

管理方式解决问题。心理学的合理运用，是在班级管理过程中渗

透柔性管理理念的重要途径。

例如：学生的情绪变化很容易反映到学习成绩上，班主任可

以为每一名学生建构学习成绩档案，通过关注学生的成绩动态，

及时发现他们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当发现学生成绩大幅度变化时，

班主任要对该学生保持较高的关注力度，通过对其日常行为的观

察与师生交流，了解其成绩产生变化的原因，避免学生过度受到

外物的影响或者沉迷游戏。学生日常的穿衣、个人卫生、听课状

态等都是班主任所要观察的重要方面。比如，某学生是因为迷恋

打游戏而对学习不上心，从而导致成绩下滑，此时教师要避免说教，

而是要在表明理解其对游戏的热爱的基础上，启发其不仅要做一

名玩家，而且要成为游戏的设计者，以此为突破口鼓励学生控制

游戏时间、努力学习。每当学生成功控制了游戏欲望，教师要对

学生进行表扬，逐渐帮助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学习上。

（三）合理利用班会，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班主任要合理利用班会的机会

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导，促使他们摆正思想

观念，形成学习紧迫感，为了获得更高层次的受教育机会而拼搏。

这一时期学生逐渐形成了对事物的独立认识，班主任要多理解、

引导，减少否定性的语言，谨防心理健康教育适得其反。同时，

班主任还要注意不可给学生过大压力，而是要引导他们发现自己

的“最近发展区域”，拟定适合自己的奋斗目标，从而真正引导

学生通过知识改变未来命运。

例如：对班会的合理利用，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变化的准确把

控，能够使班主任有效、及时的发现学生思想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教师应通过在班会帮助学生将一些消极念头打消在萌芽中。首先，

班主任可利用每周一次的班会，与学生讨论学习节奏是否合理，

了解学生情绪变化原因。高中阶段大量的习题、考试，带给学生

的思想压力不可忽视。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习题进行选择，使其有

效为学生学习目标服务，缓解学生学习压力的同时，提升习题练

习有效性。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考试结果报以合理的期待，

避免学生因为期待过低而产生思想懈怠或者因为期待过高而形成

心理压力。其次，在班会课上，班主任还可基于对全体学生上个

星期学习状态的观察与总结，对其心理健康发展进行引导。学生

的心理变化会通过学习状态表现出来，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听课、

作业状态的整体性分析，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四）学会表扬学生，营造良好班级氛围

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离不开周围环境的影响，一个良好班级

氛围可以促使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事半功倍。因此，在班

级管理工作中，要对重视赏识激励法的应用，多针对学生的优势

能力进行挖掘、对其优点进行表扬。班主任要切忌单纯的以成绩

高低论英雄，单一的评价方式容易造成学生自我认知的偏差。在

班级管理中，班主任要针对学生个体进行全面观察，发现其在学

习上的优势能力，并给他们展示特长的机会，以此为切入点帮助

学生建立学习信心。比如，班主任可在教室内创建一面“班级荣

誉墙”，将学生在校园活动中取得的成绩、考试中取得的成绩、

好人好事记录其上，并内容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学生获得荣

誉的瞬间留影制作成微电影播放给学生观看，帮助学生放松身心、

调节学习状态、建立客观的自我认知。在“班级荣誉墙”建设所

引领的学习氛围中，可以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形成潜移默化的

积极影响，让学生快乐学习。教师还可以结合“班级荣誉墙”的

内容建设情况，向学生分享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视频，促使学生

形成视觉上更直观的感受，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形成更为有效

的引领。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班主任要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起足够重视，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措施及时发现学生问题并加以解决，为

学生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具体实施中，班主任要注重对学生

思想动态的观察，及时为学生消除疑惑与不良情绪，将一些不利

于学生发展的因素扼杀在摇篮中，从而促使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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