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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积极学习心理的影响

谢静远	

临沂青河实验学校　山东临沂　276017

摘　要：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心理健康与学业发展紧密相连。班主任作为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为密切的教育者之一，肩

负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本文深入探讨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积极学习心理的影响，分析班主任实施心理

健康教育的独特优势，阐述具体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并针对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旨在强调班主任在

塑造学生健康学习心理方面的关键地位，为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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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学生面临的学业压力、人

际交往压力等不断增大，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凸显，对学习

心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而班主任处于教育教学的一线，

与学生朝夕相处，能够敏锐捕捉到学生的情绪变化、行为

异常，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天然主力军。通过科学有效

的心理健康教育，班主任可以帮助学生排解心理困扰，培

养积极向上的学习心理，为学生的学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助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1.	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

1.1 密切的师生关系

班主任与学生相处时间长，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

还在课间、课后全方位参与学生的校园生活。这种长时间、

近距离的接触，使得班主任能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格特

点、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等，从而建立起深厚的师生信任

关系。当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更愿意向熟悉且信任的班

主任倾诉，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情感基础 [1]。

1.2 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班主任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了如指掌，清楚知道每个学

生在不同学科上的优势与不足、学习进度的快慢以及学习

态度的变化。基于这些精准的学习信息，班主任能够针对

性地挖掘学生学习心理问题的根源，如因某学科长期成绩

不佳而产生的厌学情绪，或是因学习压力过大导致的焦虑

心理，进而有的放矢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疏导与

学习指导紧密结合。

1.3 班级管理的权威性

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制定的

班级规章制度、组织的班级活动，学生们通常会积极响应。

利用这一优势，班主任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班级日常

管理，如通过主题班会、班级文化建设等形式，营造积极

健康的班级心理氛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价值观，

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具影响力与实效性。

2. 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挑战

2.1 专业知识不足

尽管班主任对学生有深入了解，但大多数班主任并非

心理学专业出身，缺乏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与专业技

能培训，在面对复杂的学生心理问题时，可能难以准确判

断问题性质、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影响心理健康教

育的质量。

2.2 时间精力有限

班主任日常工作繁琐，既要承担教学任务，又要负责

班级管理，处理学生之间的各种琐事，很难有充足的时间

和精力专门投入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这可能导致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不够深入、持续，无法满足学生的心

理需求。

2.3 学生隐私保护问题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班主任不可避免地会接

触到学生的一些隐私信息，如家庭矛盾、情感困扰等。如

何确保这些隐私信息不被泄露，保护学生的自尊心与隐私

权，是班主任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稍有不慎，可能会引

发学生的信任危机，阻碍心理健康教育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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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积极学习心理的影

响分析

3.1 增强学习动力

通过学习动机激发教育，班主任帮助学生找到了学习

的意义与目标，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渴望知识、追求进步。

当学生明确了自己为何而学，如为了实现理想职业、为了

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等，便会将学习内化为自觉行为，不再

把学习当作一种负担，而是充满激情与动力地投入到学习

中，在课堂上更加积极主动发言，课后主动完成作业、拓

展学习，学习成绩也随之逐步提升 [2]。

3.2 端正学习态度

在学习挫折教育与压力应对教育的影响下，学生逐渐

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品质，面对学习困难与压力时，不再选

择逃避或消极对待，而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挑战。

他们认识到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懂得

在失败后总结经验，调整学习方法，持续努力。这种端正

的学习态度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使他们在

未来的学业与事业道路上都能勇往直前。

3.3 提高学习适应性

随着学习阶段的提升、学习内容的加深，学生需要不

断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与要求。班主任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

尤其是人际交往心理教育与学习方法指导，帮助学生快速

融入新集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取同学间的支持与

帮助；同时，学会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教师教学风格调整

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增强学习适应性，确保在学业

的各个阶段都能保持稳定的学习状态。

3.4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

在日常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班主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

律、自主学习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

时间、自我监督执行等方式，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有了这些习惯的支撑，学生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学习，

减少拖延、分心等不良行为，学习的专注度与持久性得到显

著提高，进一步促进积极学习心理的形成与巩固。

4.	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4.1 日常观察与个别谈心

班主任要做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有心人”，日常留意

学生的言行举止、表情神态、情绪变化等细微之处。一旦

发现学生有异常表现，如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成绩大幅下滑、

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等，及时找学生进行个别谈心。谈心时，

营造轻松、信任的氛围，让学生畅所欲言，班主任耐心倾

听，给予理解与支持，共同探寻问题根源，制定解决方案，

帮助学生调整学习心理状态。同时，班主任要学会合理安

排工作时间，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表，将心理健康教育纳

入日常班级管理体系，统筹兼顾教学、管理与心理健康教

育任务。可以利用课间、自习课、班会课等碎片化时间，

灵活开展一些简短而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每日

一句心灵鸡汤”分享、五分钟心理小测试等，积少成多，

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性。

4.2 主题班会活动

定期组织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班会活动，是班主任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习

阶段需求，设计丰富多彩的班会主题，如“我的学习我做

主”“如何应对考试焦虑”“友谊的小船如何远航”等。

在班会活动中，通过案例分析、视频播放、小组竞赛等形式，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引导学生在互动交流中学习心理健

康知识，培养积极学习心理，增强班级凝聚力。

4.3 班级文化建设

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对学生的学习心理有着潜

移默化的影响。班主任可以组织学生共同制定班训、班歌、

班级口号等，体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精神内涵；布置

温馨、富有激励性的教室环境，如张贴名人名言、优秀学

生作品展示、学习进步榜等，让学生在充满正能量的班级

氛围中受到熏陶，激发学习斗志，塑造健康的学习心理。

此外，班主任要强化隐私保护意识，在与学生沟通交流、

记录学生心理信息时，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3]。妥善保管学生

心理健康档案，仅限本人及相关专业人员查阅；在与家长、

其他教师沟通学生心理问题时，隐去学生可识别身份信息，

避免隐私泄露，以实际行动维护学生信任，为心理健康教

育营造安全、可靠的环境。

4.4 家校合作

学生的心理健康受家庭环境影响深远，班主任要加强

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定期召开家长会，分享学生在校学

习生活情况，重点强调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向家长传

授一些简单易行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针对个别心理

问题较为突出的学生，及时与家长进行一对一沟通，了解

学生在家表现，共同商讨教育对策，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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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呵护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4.5 加强专业培训

学校应为班主任提供定期、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课程，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授课，内容涵盖心理学基础理论、

常见心理问题诊断与干预、心理咨询技巧等。鼓励班主任

参加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考试，提升专业素养，使其具备

扎实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与技能，能够胜任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

5.	结语

综上所述，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积极学习

心理的塑造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凭借独特的师生关系、

全面的学生了解以及班级管理权威，班主任通过多样化的

教育内容与方法，为学生点亮心灵的灯塔，驱散心理阴霾，

激发学习热情，助力学生成长为拥有积极学习心理、具备

扎实知识技能的栋梁之材。尽管面临专业知识、时间精力、

隐私保护等诸多挑战，但只要学校、班主任协同努力，采

取有效对策加以应对，就一定能让心理健康教育在班级这

片沃土上绽放绚丽之花，为学生的美好未来奠定坚实基石，

开启教育新征程，书写育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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