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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组合作学习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作用 
——语文课堂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探索 

◆岑俞莹 

（南宁市高新小学西校区 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与课堂已慢

慢成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战场，而对我们教师来说，如何将心理健

康教育有效的渗透到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研究。而

我在语文课堂的实践中，借鉴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将语文学习与心

理健康教育进行了融合。在这样的模式下我的语文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

得到了相互促进，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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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与课堂
已慢慢成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战场，而对我们老师来说，如
何有效地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的课堂教学中，需要我
们不断地去探索与学习。下面我就近几个月来在语文教学课堂渗
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活动中，谈谈我的几点感受。 

在我的语文课堂中，我借鉴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来渗透心
理健康教育。小组合作学习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富有创新性和突破
常规课堂学习的一种教学理论与方略，近十几年来，被人们誉为
最重要的教学改革。总体上说，小组合作学习就是以小组合作为
基本形式，利用教学中各种衍生的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促进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并对团体成绩与表现进行评价，师生共同达成
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我在自己的语文课堂教学中借鉴了这样的
模式，大胆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我在教学中惊奇的发现，小组合
作学习的方式不仅让我的语文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互促进，还
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一、小组合作学习能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促进心理健康发
展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道奇经过研究发现，亲社会、有反应和友
好积极的交往容易使孩子易于被同伴接纳。研究指出，一个孩子
能否和其他孩子友好相处，最主要的是孩子的内在因素，即孩子
的社会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善于交往、恰当地使用交往策略的
孩子往往容易得到同伴的认可，受到同伴的欢迎。因此，培养孩
子的社交能力，有益于孩子的人际交往，而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
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我语文课堂上的小组合作学习大大增
加了孩子之间的社交机会，促进了孩子社交能力的培养。得益于
此，我的语文课堂教学氛围也变得更积极活跃。我在《景阳冈》
这篇课文的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分析老虎的凶猛之处和武松有勇
有谋、身手敏捷之处，围绕这个重点设置了两个问题，以小组合
作的形式共同解决完成。结果课堂上每个小组都能主动展开热烈
的讨论，还有些小组能挖掘和分析出句子中几个动词运用的精妙
之处，学生们自己在合作学习中不知不觉地就把老虎的“聪明凶
猛”与武松的“身手敏捷”研究透彻了，而且课堂中学生之间的
互动也友好热烈。在传统课堂学习中，学习能力好与坏的孩子之
间总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孩子之间的交往也存在差距。而小组
合作学习使学习能力高低不同的孩子可以共同建立一种合作机
制，通过合作解决问题，学会耐心倾听和正确的沟通表达。孩子
在相互讨论的过程中，无论是争锋相对还是达成共识，对他们来
说都是一种社交能力的训练；组员之间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既
增强孩子之间的感情，也培养了孩子学会彼此信任、宽容接纳、
彼此欣赏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孩子学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提高社交能力，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小组合作学习给孩子提供了表现机会，有助于塑造健康
的人格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他所著的《儿童的人
格教育》一书中提到“‘儿童和成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强烈的、

无法消除的想要表现自我的冲动。’按照常理来说自我表达和展
现是人的正常需求。只是随着成长环境对这种需求的不断反馈和
人的自我调试，人们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自我表达风格，有的人积
极主动、乐于自我展示；有的安静内敛，不经常表露情绪。”小
组合作学习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孩子的学习难度，增加了孩
子自我表现的机会。通过成员之间的讨论交流，激发孩子不断去
积极思考，每个孩子都可以尝试大胆地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表达
出来，而课堂也就变成了满足孩子表现自我的最佳场所。经过实
践证明，无论是我语文课堂上的文本品析——小组合作完成思维
导图、小组合作分享感悟，还是语文课上的激情表演——小组合
作朗诵、小组合作课本剧表演……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通过不同的
活动形式，来充分展现自己的优势和才华，获得大家的认同与肯
定。小组合作学习给每个孩子创造了更多自我表现的机会和更好
的条件，让孩子们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学会彼此尊重，学会共同
分享成功的快乐。这样的语文课堂使孩子们更易于体会到成功的
快乐，有助于塑造孩子积极的心态，同时也促进了对语文学科的
学习热情。 

三、小组合作为孩子建立起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提供了良好
环境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防御机制是缓解焦虑和冲突的非理
性方式，解除心理紧张，求得内心平衡，是潜意识的。儿童在生
活和学习中遇到心理冲突和挫折时，会想办法适应受挫情境，因
此会通过压抑、否认、投射和退行等方式缓解，这样的心理防御
机制大多是消极的，而只有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才可以将具有威
胁性的潜意识转化为可被接受的社会性行为，达到自我完善。简
单的说，就是让孩子学会通过积极正面的健康方式去消除负面的
情绪或压力，使孩子自我完善。小组合作学习的语文课堂模式，
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宽松的成长环境。学生在合作学习的
过程中，难免会遇上一些困难和挫折，而小组之间也必然会进行
竞争，会收到其它小组的提问、点评，甚至会遭到质疑和反驳；
教师也会进行评价，根据每个小组解决问题的表现能力、解说情
况、思考程度进行相应的口头或分数评价。有竞争有对比就会有
优有次，优胜劣汰，但孩子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调节自身
遇到的各种负面情绪，或是学会与同伴一起排解消极情绪。帮助
孩子们在学习生活实践中逐渐学会用积极的心态看待和解决问
题，用积极健康的方式处理压力，积极思考存在的问题，积极的
去改进，逐步让孩子自行建立起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借助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我将语文课堂教学与心理健康教
育进行了融合，有机地渗透，不但使得我的语文教学更顺利，也
让孩子们从中身心获益，变得更成熟理性、更积极向上。然而，
这样的学习与探索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教师发挥自身的智
慧与创造，大胆尝试，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完善自我，收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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