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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作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李  江 

（河北省安国市明官店学区） 

 
摘要：在作文教学的全过程中，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做

事和学会表达，全面提高小学生语文素养与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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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作为基础学科——语文的重头戏，首先应是学生生命的
原生态的体现，即真情实感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即使某些思
想认识、情感体验还不甚健康，但写出来也要比捂起来好得多，
写出来了，才有可能得到师长和朋友的真诚帮助。同时，也只有
在展示生命原生态的过程中，学生的生命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和
升华。因此，抓住作文教学中的契机，摸索出作文教学中渗透心
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与学生自我心
理保健能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在阐述心理健康
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时指出：“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在学校教育
教学之中。”小学各学科的教学活动是学校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
是学生生命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大部分是在
课堂上度过的。学生的许多心理品质是在课堂环境、课堂生活中
形成的。有着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语文课程（尤其是作文教学）
更是学科渗透的强项科目。我在对“在作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
教育”的探讨中，初步探索了“渗透”的“三结合”基本模式。 

一、目标的结合 
《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素养指的是除了培养学生“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能力、
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外”，还应“重视提高学生
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
格，促进德、智、体、美、劳的和谐发展”。识字写字、阅读、
写作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心理教育课程中的智能和创造性训练，
即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而学生“良好的个
性”和“健全的人格”正符合心理健康教育的终极目标。作为语
文教学的半壁江山——作文教学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
流的重要方式。作文是小学生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
表述的过程，是客观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言为心声”，作
文应该是小作者心理的“反光镜”，作文教学归根到底是提高学
生语文素养，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过程。 

二、内容的结合 
要强化写实作文中观察与记忆力的培养。学生写实作文的通

病是对所表述的事物因为观察不仔细，不善于记忆，往往言之无
物，写不具体。因此，在作文教学中适当地安排“观察作文课”，
让学生到社会和大自然中，在观察作文的过程中，让学生感悟到
观察不仅是写作，也是任何一种专业活动都不可少的能力，并且
在观察目的性、持久性、精确性与速度等方面有意识地培养自己。
还可以安排“听记作文”、“复述作文”等，训练学生掌握记忆的
方法和技巧。 

要激发学生展开想象和幻想，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想
象力的发挥特别与环境气氛有关，过于严肃和紧张的课堂气氛会
压抑学生的想象力。因此，在作文教学中应适当减少命题作文，
增加“扩写”、“续写”、“改写”、“看图作文”（自己画画写作文、

自己找画写作文）、“童话作文”、“假设作文”、“寓言作文”等有
利于发展想象力，有利于创意表达的作文训练。在作文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努力营造一个宽松愉快、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课堂气
氛，使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思想的领域中自由的飞翔，激起
更多具有创意的思想观念。 

认识自我，悦纳自我，要写好介绍“我自己”的作文。一个
人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并悦纳自己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这种自我的认识是否准确客观，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小学生却很少有人思考和反省。那么，“自我”的内涵是什么呢？
自我是指对自己存在的觉察，即认识自己的一切，包括认识自己
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在作文教学过
程中，可以设计《我的外貌》、《我的优点和缺点》、《我的兴趣爱
好》等作文课，通过一定的课题设计，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自己
各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并学会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以恰当的心
态面对自我，悦纳自我，并且力图用比较准确的文字表述出来。 

正确调节情绪，要写好感悟独白式的作文。小学生由于其心
理发展还不成熟，在情绪特征上表现出好冲动、不稳定、起落变
化比较大，对自己不良情绪表现出好动、不稳定、起落变化比较
大，对自己不良情绪表现缺乏深刻的认识，也不善于调节自己的
情绪，在作文教学中，提高他们对学习、生活的认识，学会倾诉
自己的真情，对他们的感悟和情感进行记录，引导倾注宣泄，可
以适当安排如《我生气了，怎么办？》、《消除嫉妒》、《我怕……》
等感悟独白式的作文训练。这种作文训练能够帮助学生积累表
象，提炼对生活的认识，训练语言表达，调节和释放消极情绪。 

协调人际关系，要写好《我与某某》的作文。融洽的人际关
系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心理健康的人大多相信自己，接受自
己，喜欢自己，他们同样地相信和喜欢别人。因此，，他们通常
都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小学生的人际关系较为简单和单纯，主
要包括同学之间、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孩子与家长的关系。如果
因为他们简单和单纯而忽视了教育和引导，也会影响他们与同
学、老师与家长的交流，影响学习和生活。在作文教学中，可适
当安排《我与某某同学》、《我与老师》、《我与爸爸（或妈妈）》
等作文题进行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教育学生要团结同学，尊敬
师长，体谅父母并学习对待同学、老师、父母正确的态度和行为
方式。 

三、过程与方法的结合 
根据《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规定的小学中高年

级心理健康教育的不同内容，具体教法、学法也是不同的，有变
化的，但是无论内容怎样变，都要充分体现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与过程。 教学理念与教学策略：“自主式”教学。“自
主式”教学，是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是当今新的教育理念在教学
中的具体实践。自主，不仅是一种教学理念，也是一种教学决策、
能力特征，还是一种人文精神。正是由于尊重、关爱、信任学生，
才使学生对作文课兴趣盎然，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开掘出创新潜
质。在作文教学中，学生性之所至，情之所动，尽情地表现他们
的喜怒哀乐，真诚地袒露他们的童心、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