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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策略
王键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发展，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在当前教

育模式中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下，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正在持续开展。核心素养主要指的是高中生应该具备的良好品质，

以及可以帮助自身未来学习发展的能力与品格，高中生的核心素养与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本文基于核

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进行探索，阐述了其相关意义，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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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目前国家发布的学生必备素质中我们可以知道，高中

生发展自身的核心素养是极为必要的，是为了能够帮助自身

在未来良好学习生活的必备能力与个人品格。总的来说高中

生的核心素养主要有九大类，分别是学会学习、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身心健康、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国家认同、国

家理解以及审美情趣。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核心素养包含

了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因此我们可以

明白，核心素养的培养与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是息息相关的。

教师可以通过切实有效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来充分培

养高中生的核心素养。

1 高中心理健康核心素养的意义

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已经

明确了针对学生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在对学生展开

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提升高中生的心理素质以

及良好的个人品格，对学生的未来学习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因此对高中生开展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

势在必行，对高中生也具有充分的促进作用。心理健康主要

要求学生具有基本认知能力，以及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切

实的社会适应能力以及能够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最后是具

有完整的人格与品质。上述学生必备的品质就是心理健康教

育的主要教育目标。因此后续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应该

充分激发高中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切实有效的学习方法与学

习手段展开学习，正确认识到自己对家庭社会的价值，提升

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这对于高中生的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

的。

2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

2.1 学校方面对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认知

不充分

随着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

明确提出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我国各个中小学生

已经全部开始着手实施相关教育工作。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一

点是，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各地的学校对于高中生基于核

心素养培养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与本质内容认知不够充

分。有相当一部分学校因为自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不

够充分，或是由于高考的缘故，往往将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当

成一种应付教育部门检查的教育工作内容。还有的一些学校

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将教师与学生充分纳

入进来，这种不重视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现状会导致心

理健康教育效果达不到应有的标准。切实的高中心理健康教

育并不是每年开展几场心理健康讲座就能达到教育目的的，

这种学校的认知问题对高中生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2.2学校方面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向的教师资源

在实际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会对高中生的综合

能力与个人品格进行培养。但是在一部分学校中，却出现了

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向的教学资源。学校方面师资力量

薄弱是目前制约学校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一些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中缺乏专业的

心理健康教师，通常是由别的科目教师兼职教学，这部分兼

职教师由于缺乏心理健康教学经验与教学理念，且自身心理

健康方面也存在这一定问题，因此所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效

率是不够理想的。此外，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受制于经济因

素，使得学校往往只对高考科目的教育较为重视，对心理健

康教育方面有所忽略，这对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热情与

教学积极性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

2.3培养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手段与途径较为单一

一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高中学校往往缺乏专业

的心理健康教师，只能不定期地开展一些心理健康讲座来找

回教学平衡，但是这对于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来说并不能展开

切实有效地提升。高中生一旦出现相应的心理健康状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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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面能够做到的地方是较为缺乏的。因此学生与家长往往

只能寻求社会力量，谋求社会专业心理健康人士帮助自身解

决问题。基于这点来看，高中学校应该结合自身情况，积极

开展充分的心理健康教育，定期开展高质量的心理健康讲座

等活动，充分基于核心素养培养开展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

学。

2.4 学校中各个学科中并未充分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高中各个学科应该充分融入心理

健康教育理念，将不同学科的学科体系与教学系统充分融

合。但是从目前一些地区的高中教育现状来看，在高中心理

健康教学过程中，往往缺乏一个积极的教学心态及标准的心

理健康教学教材，相应的教学体系与教学课程设计也是不够

科学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些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去缺

乏与其他心理健康教师的有效沟通与交流，缺乏教学积极

性，这就导致了心理健康教育质量达不到应有的标准。

3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策

略

3.1 学校方面要加强对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

育的认知

在实际的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过程

中，教育部门与学校方面应该充分配合，保障高中生能够接

受到切实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此外，

高中心理教育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短期教学任务，而是需

要以一种常态化、持续性的教学发展来看待他。学校应该将

高中生作为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充分提升高中生的

学习体验，切实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养。

3.2 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提升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工

作

若想充分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养，就有必要完善心理健

康教育的管理，以及提升对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规范化教

学水平。首先学校方面应该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心理健康教

学的评估标准，以此作为保障心理健康教学的基础。设立专

门的教育经费制度，将此部分教学经费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

教学工作。例如采购教学用具、开设心理健康咨询室等等。

此外还应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标准，对学生开展心理

健康服务，保障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情况。

3.3创建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团队

若想充分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养，就有必要创建一支高

素质高水平的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团队。高中学校应该按

照学校规模配备最少一名的心理健康专业教师，一些经济欠

发达地区可以先由兼职教师担任，但是学校方面应该充分培

养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此外还要针对

心理健康教师开展定期化的专业培训与教学考核，充分保障

高中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例

如专业标准、学历标准等等。

3.4高中心理健康教育要家庭、学校与社会方面充分进行配

合

最后，若想充分保障高中生的心理健康，单单依靠学校

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家庭与社会两方

面的协助教育。首先，应该社会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例如

社区中应该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帮扶工作，开展一些心理健康

咨询服务等等。在家庭方面，家长应该充分以身作则，保障

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情况。此外，学校方面还可以定期邀请学

生家长参加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充分将家庭教育融入

进心理健康教育中来。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联合，

提升高中生的核心素养，保障高中生的心理健康。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下，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情

况对于自身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基于

此，教师可以在各个科目的知识教学中，将心理健康教育不

断融入其中，让高中生不知不觉的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培养

高中生的核心素养品质。此外，学校方面还应该加强对高中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积极创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高中

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以学生自身核心素养的发展为基础，

切实开展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这对于

高中生未来的学习发展而言是具有充分的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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