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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生德育中运用的策略 
王业开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塘初级中学  广东广州  510800） 

摘要：德育是中学生教育的重点环节，中学生德育要根据学生的具体特点和成长规律，做到因材施教。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生

德育的运用过程中，二者可以在教育内容方面进行有效的融合和渗透。只有二者取长补短，才能在实践运用中起到积极作用。本文

通过结合笔者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塘初级中学的多年工作经验，以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角度，分析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生

德育中的运用情况，并就目前中学生德育工作中值得优化和改进的方向，提出了一些的策略，期待诸位中学教师可以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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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心理健康教育在德育中的分量 
在中学课堂中，教育并非是生硬的理论研究，不联系实际、不

注重学生感悟，是无法深入德育内涵的。中学生德育的价值在于要

让学生是否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重视学生

思想成长的内在需求。而这些基本需求，例如：情绪的调节和控制、

恋爱心理、学业恐慌等，正是心理健康教育所关注的。因此，开展

中学生德育，有必要增加心理健康教育在德育中的渗透，这样可以

有效改善中学生德育的发展。增加心理健康内容，是在保留传统德

育内容的基础上，加强对人的心理问题的了解，完善心理咨询以及

其他心理疏导方式的运用。德育工作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其中，接

受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使中学教师在关心学生修养、素质的同时，

也关心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内心需求。这不仅可以完善德育体系，还

可以使德育收获更好的效果。对于中学生来说，完善的心理健康教

育不仅可以培养优秀的道德素质，还能够自我调节心理状态，为之

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基础。 

二、实现心育和德育的双向互补 
目前花东镇大塘初级中学已经为学生开设了一部分的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同时也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德育工作体系中。但是，

心理健康的教育内容依然只围绕学生的心理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为

中心，并未进行有利于德育的深入引导。德育工作的本质是要按照

社会需求培养出符合社会规范的高素质人才。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

的培养和思想政治的有效引导是完成这一教育目标的重要方式之

一。 

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也应该在德育内容中进行择优，将其引入

自身的教育过程，使得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良好的道德素养。换一个方面讲，无论是理想信念的树立还是道

德素质的提升或者是良好心态的培养都是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

共同奋斗目标。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也不应该独立在心理学的角度

上，而是应该同时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政治理

论上。德育也要通过对心理学知识的有效运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二者之间只有在教育内容上双向互补，才能

在实现整体的中学生教育目标。 

三、鼎力提升教师队伍，创建专业的教学团队 
与时俱进的“大德育”是中学教师不断努力探索的结果。心理

健康教育在德育中的运用，离不开中学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两者融

合后，对教育者的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样的现状就需要提升教

师队伍的整体实力，打造两位一体的专业团队。 

（一）统一管理，健全工作机制 

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二者之间无法全部代替，教师队伍也不能

完全重合。目前，在中学生教师队伍中，存在德育工作与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兼任的教育者，他们总是面临着或多或少的矛盾和冲突。

德育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能忽略

的差别。如果学生遇到了心理问题却接受了以政治观念为主的心理

调节，那么这个学生势必会产生厌倦情绪，从而选择压制自己的心

理问题，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因此，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在德育中

的运用来说，教师队伍的整合需要统一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将

心理健康教师放入中学教师的队伍中，成为整个队伍的一个分支；

将心理健康教育的日常事务纳入德育日常工作的议程中，做到整体

遵从、统一领导，加强统一管理，那么无论学生遇到的是思想道德

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都有专门的教师进行解答。 

（二）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与运用 

德育工作的实效与中学教师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中学教师除

了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外，还应该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心理健

康教育运用在中学生德育中，也就要求了从事心理健康的教育者不

仅要具备完整的心理学知识，还要具备扎实的德育理论基础。就目

前中学生教师的现状来看，部分中学教师具有夯实的德育理论和实

践经验，但对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只是掌握简单的一部分。因此，加

强教师队伍的专业知识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包括心理健康知

识、德育理论等内容。提高中学生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可以采取集

中培训的方式。学校可以定期举办相关的知识培训班，将整合后的

教师队伍按照自身需求进行学习培训。另外学校还可以通过举办知

识讲座、教师会议讨论以及优秀教师知识分享等方式，对教师自身

专业知识进行加强。部分教师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所需知识

进行自学，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进行充电。无论利用哪种方式进行学习，教育者都遵从边学习边实

践的原则，将所学专业知识转化为个人工作能力，以期为学生提供

更好的帮助。 

四、总结 
本文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生德育中的运用进行了讨论，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生德育中运用的策略。笔

者建议，中学生德育和心理教育教育应该结合当今时代的特点，借

助“互联网+”、新媒体等平台，对二者资源进行整合，为心理健康

教育的有效运用提供辅助。在教育方式上，通过改善教育方法、促

进学科渗透以及开展心理咨询等方式，搭建适合二者发展的教育体

系。促进二者优势互补，以此来构建完整的德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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