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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的研究 
张文菊 

（梁山县赵堌堆乡第三迁建小学  山东省济宁市  272600） 

 

小学是我们 始美好校园生活的 篇。由于小学生还处于成长

发育十分不成熟的阶段，尤其是在心理方面，他们对于很多问题都

处于懵懂甚至陌生阶段，特别是三四年级， 始处于叛逆的年龄，

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所以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中是十分重要的。《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提

出：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重视提高学生

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 

可见，语文因其学科特殊性，将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

不可或缺的主阵地之一。那作为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如何合理利用

教材，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心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呢？ 

一、提高自身修养，注重人格的表率作用 

教育中的一切教育活动都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的，教师的

人格影响着学生的情感与个性品质的发展。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注

意利用人格的张力感染和教育学生，去消除学生的心理、情绪和

学习障碍，以逐步增强学生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强烈的责任感

和建设未来的使命感。心理素质教育是德育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基

本素质教育。因此，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

业务知识，更要注重提高自身的修养，力求通过言传身教对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二、在语文课堂中创设心理健康教育的氛围 

（一）以朋友的身份走进课堂 

试想：一位高高在上，整天不苟言笑，不与学生沟通的教师，

怎能让孩子们没有心理负担地与你接触？又怎会使他们学会与人交

往呢？小学生心理状态还不成熟，遇事容易受挫折，便会产生心理

压力，这时，就更需要教师做他们的知心人，耐心倾听他们倾诉，

敞 心扉与他们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减轻压力。那样，他们

才能逐渐学会与人沟通，敢于面对挑战，适应社会。课堂上，教师

与学生间如若建立起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学生发言必将积极许多，

因为他们没有太多顾虑。他们在语文课上回答问题完全不拘束的，

胆子特别大，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没有了心理负担，思考的环境

也轻松了，自然，效果也就更好了。 

（二）以长辈的身份 导学生 

教师的身份应是多重的，教师的责任也是多方面的，朋友式的

平等关系让学生有了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环境。然而学习上的困难

还会使他们产生忧虑。有的孩子，父母对其学习的期望值很高，这

些学生每次考查前都会忧心忡忡，怕万一“失手”，该如何是好？教

师此时就应以长辈的姿态出现，告诉学生成绩并不代表全部，它只

是我们平时学习的一次并不全面的检查，况且，语文这门功课不是

一个分数或等第所能测量出来的，只要你认真学习，学得能力，学

到本领，不要太在乎这一两次成绩。细心 导，孩子们逐渐减轻忧

虑，学习效果会更好。 

（三）创设好奇、乐学的教学情境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 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学科的兴

趣。”兴趣是 好的老师，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学生产生强烈的

求知欲，从而有敏锐的思维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牢固的记忆力。因

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积极创设喜闻乐见的

教学情境，如讲故事、运用多媒体课件等，让学生亲近课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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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兴趣盎然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来。如：《赵州桥》一课，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既减轻了流水时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

大水冲坏，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用料。”这句话的意思。对

赵州桥这种特点的设计，我让每一个学生都动手做实验，体会拱形

的力量，用一张纸作桥，两岸可以用书和字典代替，上面可以放橡

皮、尺子等较轻的东西，学生积极性很高，对学课文一下就产生了

兴趣。这种良好的课堂心理气氛，让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上都有一种

美好的心境，愉悦、上进、勇于探索等健康的心理就孕育在这种心

境中。 

三、挖掘教材榜样，培养健康人格 

新教材极为重视人的发展，语文教师要在教学中把握关键，充

分挖掘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因素，引导学生从中感悟，使心理

健康教育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自然地得以渗透。教材涵盖的内容十分

广泛，既有语言文字训练的内容，也有思想品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因素；它不仅选入了大量文质兼美的优秀篇章，还塑造了丰富多

彩的人物形象。这是一条极其精美、丰富的人物画廊，老师应该让

学生在认识这些人物高尚灵魂的同时，引导学生把这些人物形象作

为榜样，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心灵得

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 

（一）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培养高尚的情操 

情感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情绪自制力，良好的

情感品质，培养学生高尚的社会情操。情感教育的 高要求是培养

学生求真、求善、求美的高尚情操。从其内容来看，包括理智感、

道德感和审美感。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课文内容表现了对祖国的爱，对民族的

自豪感和尊严感，对社会劳动和公共事务的义务感，对社会集体的

荣誉感，对同学的友谊感及国际主义情感等，而这正是道德感的主

要内容。 

（二）挖掘学生潜力，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审美感是一种与人的审美需要相联系，由美、丑现象所激起的

一种高级社会情感。小学语文教材中培养学生审美感的课文举不胜

举。用这些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教育学生，使他们形成积极的人

生态度：乐观、友善、热爱人生、热爱生活。 

如在《金色的草地》课堂上，将美丽的蒲公英盛 视频加入在

课堂中，再展示不同植物的生长过程，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再引导

学生发现生活中的不同美，例如运动会中运动员的韵律美，医护人

员的逆行美等，见微知著，任何一种美都能成为学生更热爱生活的

见证。 

（三）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培养学生的耐挫能力 

耐挫能力的培养要使学生对挫折有正确的认识态度，培养对挫

折的容忍力。教材中有许多课文表现主人公遇到挫折后不气馁，以

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优秀品质。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

以这些模范人物为榜样，学会处理挫折的技巧和方法，培养克服困

难的顽强毅力。可以说，只要真正树立了在语文教育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意识，语文课本就处处皆暗藏心理健康教育的良机。 

四、在鼓励与表扬的评价中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莎士比亚说：“赞赏是照在人心灵上的阳光。”为了让全体学生

品尝到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教师在评价时寻找学生的闪光点，

哪怕学生的发言中只有一个用得好的词，只有一句话说得好，也要

立即给予热情的鼓励。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在自信、快乐中提高心

理素质。 

总之，教学是一个非常个性化和艺术化的过程，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就更需要我们去探

索，去研究， 辟出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片天地。“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我们要像春雨润物那样，悄无声息地去滋润学生的心田，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更好地推动素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