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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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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第三十二中学　563000

摘　要：初中阶段的学生，是儿童过渡到到青少年的关键时期，学生的心理在这个阶段会有很大的变化，生理的不断成熟和自

我意识的不断增加，使得学生的心理较为迅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需求和想法，学生容易在这个阶段出现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

所以，在初中日常的心理健康教学中，教师必须明确教学目标，帮助学生在学习中正确树立三观，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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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当代学生面临着愈发沉重的学习和生
活压力。学生在心理、生理、智力等多方面都需要得到长足
发展，与此同时，还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心理负荷不断加
大，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促使学生的情
绪更加躁动不安。再加上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在某些地区
内受地域文化、家庭教育、办学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愈发突出。

一、心理健康教学的特性
（一）敏感性

在初中的这个时期，学生处于非常特殊的年龄阶段，此
时他们的智力和心理都处于不断完善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与
此同时，他们对待事物的看法也会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认知，
而这些认知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他们需
要教师和父母进行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建设一个健康的心
理、树立正确的三观。在这个阶段当中，学生除了对于生活
中的事物产生疑惑的心理以外，同时也会对于一些米知的事
物产生非常强烈的好奇心。而对于这些疑惑和好奇心，他们
往往会采取隐藏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身的隐私，因
此不愿意向教师和父母过多地提起。此时的学生对于许多话
题都表现得非常的敏感，稍不注意就会触动学生内心深处的
他们隐藏的秘密。但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在不
经意之间触动学生的敏感点，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需
要合理的把握心理健康教学敏感性的这个特点，在不引起学
生反感的同时来对这些知识进行讲解。
（二）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

对于初中生来说，他们这个时候所面临的心理问题，无
外乎就是关于学习成绩的问题、和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问题
等等，这是大多数初中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班级里
面学生群体非常的庞大，而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拥有
不同的生活经历。而学生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活经历的
影响，对于他们心理和性格的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
也会造成不同的学生拥有不一样的心理问题，这就体现出了
心理教学过程当中的特殊性这一特点。教师需要针对这一特
点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适合的教学方法。因此在初
中心理健康教学过程当中教师要明白心理健康教学是普遍性
与特殊性并存的一门学科，教师要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在把握
教学的普遍性的基础上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策略
（一）增强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

在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教

师要深入的了解学生内心的所思所想，只有了解了学生内心

的真实想法，才能根据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心理引导和劝诫。所以，就要在教学中
多开展心理疏导的活动，通过与学生而对而的交流，了解学
生的心理。通过交流及时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并及时的
帮助学生改善心理问题；没有心理问题的学生，也可以在与
教师的聊天当中，学习到更多，不断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
（二）定期组织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学校应该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讲座，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
讲座中，积极的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让学生在讲座中
了解到各种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且给学生一些建议，预
防出现一些心理问题的措施供学生学习。更要加强学校内部
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及时的对学生进行心理
的辅导和疏导，不断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意识，从而全
而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开通家校共同心理健康教育

学生的心理问题应该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关注，其心理健
康教育不仅仅是学生的责任，同时也需要家庭的配合，因此，
可以将开通家校共同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要途径。学校应该注重观察学生的心理问题，并给予一定
的教育，同时，也应该向家长宣传有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知
识，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与观念，从而达到提高初
中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目的。

例如，初中教师在发现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后首先要做的
就是正确的疏导与指引，也应该与其家长进行沟通与交流，
将学生的表现与问题告知家长，并让家长关注学生在家里的
表现，共提供制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措施。学生家长
也应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其树立榜样，对学生
的理想、行为与思想品格形成正确与积极的影响。

三、结语
总而言之，现代教育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地位

己经逐渐稳固，作为学生的引导者，教师必须要重视这一方
面的巩固工作。面对问题学生，应尽可能的避免通过低效教
育方法来引导，而应当努力探求学生内心真实的想法，找出
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策略，有效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
灵活性，切实提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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