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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班主任工作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探讨 
王小平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会馆巷小学  甘肃  武威  733000） 

摘要：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老师在提高学生文化课程的基础上也要对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更加重视，
为了让学生保持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所以，素质教育要求，小学老师务必要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加以重视，并采取科学健
康的方式。让学生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有更美好的发展。本文融合多个教学经验丰富老师对小学班主任如何教育学生的心理问题进
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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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高段班主任教学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原因 

相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比低年级的学生心理要更加成
熟稳定一些，但是由于还在处于心理发育阶段没有坚固的心理状
态，所以还是容易受其他人影响。更容易受到影响的是即将步入初
中阶段的小学比毕业班学生，在即将进入青春期，如果没有一个良
好的心理教导，那么对学生的心理状态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发展，有
极大的概率会让在以后的学习道路上，生活中出现心理逆反，产生
自卑，性格古怪等负面心理。所以对小学毕业班班主任在教学过程
中，班主任要以身作则自身有着美好的思想素质和积极向上的思想
品德，在加强了学生课程同时也培养学生一个积极向上的心理，建
立起学生良好的三观。学生和班主任之间互相交流能更有效的进行
心理素质教育，班主任通过班级内开展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活动，
对不同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树立正确的解决方案，为学生在以后成长
道路上有一个好的启迪。 

2.当今学生在进行语文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动力 
在学生们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本省的自觉性都能反映出学习的

状况，现如今大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依然是只是对学生的文化成
绩比较重视，学生在长时间进行教育的时候会产生消极性，对学习
有了厌恶心理，从而自觉性越来越低。学生在高校中开始学习语文
使，学习的注定性比较差，很难在一段时间里接纳新知识。学生在
老师所讲的内容中，在课堂上学习效率不高，在学习时没有主动意
识，逃避学习，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采取想办法完成任务，这种学
习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能力不利，学生的语文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的
提升。无法对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学以致用，养成学生整体的学习
积极性，是进行语文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2.2 环境诱导因素，学生心理发展受影响 
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家庭方面也有着一大部分原因，主要

是外界的环境因素也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人以类聚，物
以群分”这句话就很好验证了环境对学生的影响。相对于小学六年
级的学生来说，心理稳定状态比较低，最容易受到外部一些因素的
影响。英语课堂实验上，老师故意让两个英语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去
带上一个英语成绩差的同学，让他们共同完成布置的作业。通过观
察了几节课后，学习差的同学从开始的不认真听讲到后来在课堂上
积极发言，最后英语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学
生的学习心理是极大的容易被周围人所影响的。当学生看到周围的
同学都在玩耍时，其就会产生自己也想玩耍的想法，当有同学在学
习，学生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实验例子可以得出，外界因素
对学生的心理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位心理积极向上的学生如果
长时间与和心理消极、缺乏自信的学生长时间在一起，经过一段时
间发现这位积极的学生也会产生一些心理负面情绪。由此可见，周
围的环境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心理，以及学生的心理发展
状况。 

2.3 厌学情绪 
学校、老师、父母、都是以分数来评定一个学生的好坏，学生

面对外界各种各样压迫，对学习的兴趣逐渐消磨殆尽，学习目的的
曲解、学习不积极、对学习敬而远之学习其在学习上没有动力主要
变现在以上方面，每次产生这种心理动机，都会影响他们在课堂上
专心听讲、对作业良好的完成，学习也没有了目标，严重的会出现

上课就呕吐、暴躁、头疼等不良症状。以上都会影响学习质量。本
班学生张小乐就是一个案例，学习上没有兴趣，上课经常左顾右盼。
老师在教育他的时候还故意顶撞老师，对学习的厌恶比较严重。 

2.4 孤僻情绪。 
这中孤僻情绪的产生让学生对于和别人相处都非常困难，独自

一人，和其他学生交谈、说话，对他人有一种防备、烦躁的情绪。
这些消极的心理情绪产生大多数与他们的童年的成长，和经历过的
事情有关，对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利。 

3.小学班主任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 

3.1 给与学生充足的尊重和重视 
社会在高速发展教育也行与时代共同进步，所以对老师也做出

新的的教育观念。作为学生的启蒙老师，老师要更新自己的教育方
法，以前的那填鸭式教育已经被淘汰。在对待每个学生，我们必须
一视同仁，让每个学生都能感觉自己在用心教导。对老师而言，理
论性知识是作为来时必备的，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才能获得有效的成
果。作为班主任，不仅要关心学生的成绩，更要以学生的心理、身
体健康为重。在平常学习中，我们的老师应该时时刻刻关心每个学
生的情况，观察和记录学生的日常活动。当发现有异样时，要用心
去教教导，通过观察，找出问题所在，通过实际情况对学生加以纠
正。教师的言谈举止都是学生所学习和效仿的目标，因此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以身作则，为学生以后有一个好的表率。� 

3.2 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 
小学学生的自尊心也是很强的，老师在教导学生时应当顾及学

生的面子，不得用一些脏话，否则学生的自尊心会受到损害，会对
学生以后成长道路有极大的不利。记得以前的一个学生，学习经常
倒数，上课的时候自顾自的玩耍，通过和他的家人交流后才了解到，
这个学生在三年级的时候，和班上一位同学发生争吵，老师伤到了
他的自尊，之后他就不喜欢上学，厌恶老师，总是在课堂上时候和
老师反着来。之后，我和这位学生有了一个心理沟通，并且找到原
来的班主任，告诉那位老师现在同学的状况，让这位教师和学生谈
话，并对自己言语上的过激做出了道歉。后来，我在班级日常管理
教学中，用这个案例来切合实际情况，去帮助这位学生在学习方面
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还时常教导他对自己的想法善于表达。久而
久之，这个学生的状况有了很好的变化，和了老师也相处融洽，在
学习上更是有了不小的提升。 

3.3 从教学思想上要渗透健全人格教育 
在新课程改变的提倡下，班主任对“教书育人”这个中心思想

一定要高度重视，首先要教会学生做人再去做其他事情。小学阶段
的学生自身对问题的解决有极大限制所以对班主任的依附很高，所
以，班主任一定要充当好带头的作用，要时刻关心学生的人品，对
学生思想品德，做出正确的教导。思想品德是心理教育至关重要一
个方向，班主任在日常教学工作和日常班级管理工作中，在提高学
生的文化成绩同时，并对学生心理和身体有大概的了解，更好的与
学生心理交流，对学生有详细的的观察，及时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端正学生的行为。从教育与生活中的细节入手，真正地做到教书育
人。 

3.4 增强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班主任要主动去和同学们进行语言交流、心理互换，不仅要关

心学生的学习状况，更加重视学生的心理状况。互相沟通才能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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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是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班主任和学生交流能够从根源
上找出问题对学生心理情况有一个很好解决。了解每一位同学的心
理健康是作为教师必不可少的，对每一位同学有一个心理上定位，
更好去在心理教育上辅导学生。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诱导因素浅析
得出，家庭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是高段学生的容易受到硬性的因
素。班主任工作中就可以通过这两种因素展开沟通，如果是家庭因
素致使的学生心理出现问题，班主任应在私下解决，关爱学生并更
有效的去解决问题。环境因素的导致需要班主任在班级环境中做出
改变，鼓舞同学们互帮互助。 

3.5 营造良好的班级文化和情感氛围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每个人成长的环境都是固定的，优

良的文化环境和浓厚情感氛围是心理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营造班
级文化，有效的提升班级生活水平和学生心理健康。创造美好的班
级气氛，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心灵渲染，更好的鼓舞学生对班级
和同学的关爱，可加深同学们之间的友谊，让学生们更好地享受生
活在班集体中的快乐。好的班级气氛，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这
种和谐、美好。在班级美化中，可以利用班风建设和教室布置以及
各种活动来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比如：优秀作品的展示，有效利
用资源，让每一面墙和每一个角落都在生活中动起来，建设班级读
书角和阅读角，开展学生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都
很大程度上养成学生好的学习习惯，也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情，和
老师之间的师生情。 

3.6 营造工作新文化 
在实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中，教师会发现一些心理健康教

育教育内容学生排斥并且十分厌恶听讲和接受，为此，班主任要以
学生的兴趣为基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工作，从学生感兴趣的方
面深入教育。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对电影都十分感兴趣，班主任
可以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开对学生的心理教育教育工作进行。比
如：班主任可以在心理班级会议上，为学生播放《当幸福来前门》，
让学生通过电影中积极向上的心态，教导学生学会不言弃，培养学

生坚韧不拔的心理。另外，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为烘托一
定的氛围，班主任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工具为学生播放衬托此情景
音乐，通过音乐波动学生内心的情感，然后在学生内心埋下一颗种
子，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工作，这样会更好的开展。例如：在
教导学生树立远大目标的时展，班主任可以为学生播放《存在》、《追
梦赤子心》等充满激情的歌曲，这些歌曲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也都
比较爱听，通过歌曲中情绪的渲染，学生的斗志会被燃起，从而全
面投入班主任的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工作中，认真听讲和领悟班主任
的教育内容。 

结束语： 

结合以上，学校是开展优质教育第一工作地，而心理健康教育
又是最重要的萌芽，这个萌芽可以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保持心
理健康；又可以让学生掌握有效的自我调节办法，这就需要班主任
在日常工作中，要及时关心学生的心理动动向，更好的了解学生的
身体心理等状况，时长和学生进行心理沟通，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大
号基础，从而更好地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艳秋.浅析高中班主任工作中的心理健康教育[J].试题
与研究，2020(04):118. 

[2]杨青凌.论心理健康教育在初中班主任工作中的渗透[J].
求知导刊，2020(03):87-88. 

[3]金茜.初中班主任工作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J].教
育界，2020(02):68-69. 

[4]刘晶晶.小学高年级班主任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J].
当代家庭教育，2019(36):37. 

[5]张秀芝，聂树霄.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班主任工作中的渗
透[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下旬刊)，2019(12):73-74. 

[6]王永德.班主任工作中有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J].
教育观察，2019，8(41):106-107. 

 
 

（上接第 80 页） 

更新上课方法，让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有极大的提高，比如可以通过
小组比赛的方式组织上课同时教师还应该指定不同的计划教学方
式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每个学生对喜欢的事务都有区别，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仔细观察学生对于某种方式比较符合，在适当的
时间给予学生赞美和表扬，以提高学生积极学习的兴趣。 

教师应该对自己的理论和操作知识不断学习，只有不断的学习
才能为学生授业解惑，在面对学生的过程中，教师不仅应该拥有足
够的知识，还要拥有与时俱进的体育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课
堂内容紧跟当下时代的步伐，也更能对学生对于学习新知识有好的
教导。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学生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知识储
备不断提升，提高自己的体育水平；并且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通
过各种渠道来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基础知识水平。这样不仅能提
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而且也能让整个教师团队变得更优秀，从
而更有利于新课改背景下教学目标的实现。 

3.5 调动学生热情化 
初中体育教学内容，对心理教育的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要在初中体育课程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的融入心里素质教育，首先
就要激起学生的学习乐趣，激发学生对学习热爱，这就需要体育教
师在上课前对教学方式做出改变，加强体育教学活动需要有明确的
目的行，要直击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对他们的性格、爱好、运动技
术水平以及身体健康素质有一个全面的观察，通过体育课程方式的
改变，对体育教材不断更新的，让体育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
融入。体育教学包括了体育项目的学习、身体的加强心理的锻炼，
不同的运动项目，充分照顾到他们的体育兴趣，满足们们现实的体
育需要，进而更好的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对不同的学生心里有不一样
的启发。 

在体育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能够增强学生的人格魅力、思想品质和心里

的调节的能力，教师还可以观察学生的体育活动中的反应和体现，
采用相对应的心理调节方法帮助学生控制他们的情绪，而且体育教
学过程中的群体活动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在体育课堂内外的与
他人交流，还能够使他们在集体活动中学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结束语: 

总的来说，对于正处在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正处于一个逆反
心理的时期，这个时间段是养成他们思想品德往好的趋势进展的主
要阶段，同时也是最心理最薄弱的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的
时期，对于处于这个阶段的学生来说体育学科更好的带领学生往方
向去发展，极大的帮助学生的身体与心理健康，促进学生全方面的
发展。初中体育老师必须要对自己的致使丰富，明确到心理健康的
对初中学生有多大的影响，高度关注心理健康的发展，为学生未来
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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