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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

亚森·吾拉音   阿曼姑 • 马木提

喀什大学附属中学，中国·新疆 喀什 844006

摘 要：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对教育教学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这些年来仅仅是将基本的课程知识传递给学生已

经算不上是一个好的课程教学设计。作为教师来说，我们应该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结合当前学习教育教

学工作的要求来展开教学设计的探索，以此来推动学生的成长。而在当前的教育环境背景中，如何给学生渗透好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也是当前学校教师需要重点分析和探讨的内容。特别是对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而言，由于他们所涵

盖的教育内容对学校自身的发展来说具有巨大的促进意义。所以，论文将立足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状况的基础上，

对将心理教学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育内容进行剖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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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demand fo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also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simply passing on basic course knowledge to students is no longer a good course teaching design. As teachers,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and explore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learn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growth.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to students is also a key issue that school teachers need to analyze and explore. Especially 
for middle school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they cover has great promot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itself.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eaching status of junior high school moral and legal course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psychological teaching into the cont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moral and legal 
classro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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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心理教学，是指由教育者按照学员生理心理健康发展

的基本规律，利用社会心理学的教育方式，培养学员良好的

身心健康素质，以提高学生素质全面提高的教学。心理健康

作为现代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是国家推行“面对二十一世纪

高等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推进“跨时代素质教育建设工程”、

造就跨时代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同时，切实有效地对中

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必然需要，以及

中国全体高校教育者所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迫切任务。对于初

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来说，教师在落实相关教学工作的时

候，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治意识培养。在

这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影响，所以教师在落实相

关教学工作的时候可以渗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此，

论文将结合人教版中学道德与法治学科在教育现状研究中

的有关内容，对将心理健康纳入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内

容进行解析与探讨。

1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主要存在问题

1.1 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失
在中学道德和法制课堂中，老师会在对学生进行授课

的时候，能够发现学生对于课堂学习的投入性不高。为什么

会产生这样的学习情况，因为对初高中学生而言，道德与法

治课程并不是学校的重要科目。对于中学阶段的课程而言，

尽管说道德与法治课都必须进行中考，不过由于他们所占的

比例并不多，使得不少学生在就读的过程中，会花更多的时

间与精力倾注到对其他功课的复习上。针对道德与法治课程

学习，在课堂上反而没有那么重视，而是到了最后的冲刺阶

段，进行知识内容的整合。面对这样的一种课堂学习状况，

教师想要融合好“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观念，对学生展开

相应的课程学习，都无从下手。

1.2 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不具多样化
初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教育在对学生开展课堂教

学活动的同时，教师的教学理念比较的单一。对很多老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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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师们在对学生进行授课的时候，基本上秉承的教育观

念，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发展。在这样的教育观念

下，老师们所构建的课堂教学活动相对来说，会比较沉闷，

不容易吸引学生。除此之外，在这样的教学理念指引下，教

师也无法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融合。因

此，为了达到更好的课堂教学，并实现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教师需要转变教学理念，结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展

开相应的课堂教学活动，实现学生和课堂教学的共同发展。

1.3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氛围不足
中学道德与法制课程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类型课程，其

在心理教学这一块上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所以，初中中学

道德与法制老师在开展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时候，必须

充分发挥其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优点，对学生进行心理教

学。在帮助学生培养优秀品德的同时，又可以提升课堂的性

格品质。在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由老师对学生开展心理

教学，又能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建立正确的性格品质。所谓

心理健康教学，其实就是指老师在开展教学的时候，可以把

学生情感因素与教师所讲授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一起，通过老

师对学生进行教育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样就可以增进学

生和老师之间的情感沟通与碰撞，在有助于学生了解知识、

建立优秀品德的同时，还可以增进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人物情

感交流，从而帮助老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进而使学生可

以更好地完成学业。

2 初中思政课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基本路径

2.1 指导中小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观念
中学政治的课程的意义对中小学生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之中，不仅是将学习的知识用来

提升自身的能力，同时也是服务于他们的生活的。再者说来，

帮助学生学习政治知识，可以培养出让学生客观全面地看待

问题本身的能力。由此在我们平时的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之

中，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尽可能的贴合学生生活，这样可以使

得学生更容易观察理解。以人教版的初级中学道德与法治为

例，当教师们在复习《世界因生命而精彩》这段内容的时候，

便可以尽量的使内容更贴近于生活现实。其中，可选择一些

日常生活的小事物来加以感染。如我们在开展对这节内容的

教育活动时，就可讲几个小故事。因为世界是由多彩的生命

组成的，那么学生身边所能感受到的多彩的世界是怎样的，

学生身边最为直接的生命体现又是什么。通过这两个问题，

让学生回忆身边的实际，进而让学生各抒己见，然后由老师

比对让学生再来说说在刚才提及的生活中，有哪些生命意义

是最感动你的，甚至是对你来说有哪些特殊的含义的，然后

让学生再来讲述属于自己的生活小故事，等学生说完以后，

由老师再进行对知识点的总结与讲解，以此帮助学生更好的

了解知识点、学会生活知识。

再如，教师在教授《男生女生》这一节课程教学活动

的时候，在这一节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要让学生感

受到自己处于这一个年龄阶段的变化，并通过课程的学习从

而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心理导向，从而促进学生能够在青春

期时期正常成长。针对这一节课程教学的活动要求，教师需

要从学生了解自己的身心情况，从而做好相关的分析与探

索，以此来推动学生整体学习上的提升与发展。针对这一类

课程教学活动来说，教师在落实教学工作的时候，需要让学

生正是自己的变化，并且要懂得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自己的

心理。懂得利用外援的力量来解决青春期出现的情况和内

容，以此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点。

2.2 采用情境教学法，激发心理情感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教师可以通过结合古代

小故事，从而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对于心理教学中，

其中的不少教学内容与知识点是中小学生无法形成深入感

受与掌握的，毕竟对中小学生而言，与心理教学之间存在漫

长的年代间隔。而老师则采用了结合中国古代大小寓言的教

学方式，不但可以使学员形成对内容的感知，而且还能够增

加上课的兴趣，从而提高了学员对中国初中美德和法制的学

习和理解。

具体来说，假设这一次，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内容为《中

学序曲》，对于这一课程知识来说，主要是要让学生调整好

学习的心态，从而投入于初中阶段的课程学习之中。针对这

一教学内容，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的时候，可以给学生寻找

关于古代人上学堂学习的资料和故事。并将这些内容整合成

为视频资源，在授课的过程中，播放给学生观看。让学生通

过观看，从而进行思考与对比，古人对于上学的态度是什么

样的，而作为现在的我们，有着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如何对

待上课和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的

学习兴趣，并形成正确的学习观念。

再如，教师在给学生教授《青春的情绪》的时候，在

这一门课程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

够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能够不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与

学习。针对这样的教学工作内容，教师在落实相关教学内容

的时候，为了加强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的思考与探索，可以利

用情境的方式来展开具体的构建与实施。具体来说，教师在

落实相关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媒体的方式，将一

些自己也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展现出来。而这些问题内容

可以给学生看到不同的处理方式所带领的后果，以此来加强

学生对于情绪的控制，从而能够有效的影响学生心理健康，

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2.3 结合生活案例展开教育
在中学道德和法制课堂中，老师也可以从课文内容出

发，展开相应的案例教育。对于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而言，

其中也包含着相应的知识案例，供给学生阅读理解。不过对

教科书上的例子教师而言，由于教科书编订时间比较久，导

致在案例教师和学生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时间性，学生并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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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产生兴趣。因此，为了落实好“心理健康教育”与课堂教

学之间的融合，教师需要形成新的案例，并借助案例对学生

展开相应的教育。

例如，教师在教授《创建新集体》的时候，这节课程

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对于课文内容的学习，那个对于班集体这

一概念形成认可，从而加强学生的集体意识。教师在进行授

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结合班集体中的一定要素，如班规、

班级座右铭等内容，形成一定的案例，让学生围绕案例，思

考自己班集体的班规和座右铭是什么？自己能够为班集体

的发展做些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

班集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以此来完成“心理健康教育”在课

堂教学中的落实。

又如，教师在叫给学生落实《我们的情感世界》这一

门课程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要让学生对生活中的情感内容

形成基本的了解，以此来加强学生的情感发展。针对这一

节课程教学活动来说，教师为了加强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的了

解，以此来推动学生整体的提升与发展。针对这一节课程教

学活动来说，教师在落实相关教学工作的时候，可以从僧活

中的一些事情出来，比如学生与家长吵架的过程。通过这样

的方式，引导学生对课程知识内容形成进一步的判断与分

析，加强学生对于课程知识的探索，以此来推动学生整体学

习意识的提升。加强学生对于情绪的控制，从而能够促进学

生心理健康的发展。

2.4 开展讨论教学法，形成共识
中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中，老师们为了更好地在中

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融入心理健康教学，就必须抛弃了以往

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而是通过把课堂理论知识以更灵活多

样的方法展示在学生，这样学生们对知识就会有了比较深入

的认识。老师们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方式进行课堂，其实也是

在优化情感教学方式，因为只有老师自身的情感教学方法才

可以的到优化，而学生的情境学习也才更加的轻松自在。而

其中一个方法便是让学生们相互开展协作研究，通过利用小

组协作的方法开展课堂教学，学生们不但获得了专业知识，

同时还能够加深与学生间的友谊。使学生们在学习中接触到

与同伴间互帮互助的心理教育。

以人教版的初级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为例，在教师都

在讲授的《严也是一种爱》这节内容。这个课程的教育目

的就是通过引导学生掌握课文内容来理解家长对子女的爱。

那么，在这门课程的教育中，怎样来增进学生间的沟通呢？

第一步就是要进行合理分类，然后分解教学任务，即一个组

研究记录平时家长对待自己的心态，另一组来研究记录家长

在对待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的心态 . 以此类推，通过明确划

分的学习任务，让所有学生展开讨论，并在讨论完毕以后，

在一起进行沟通。最后，通过对这些事实结果的比较，来认

识到家长的“严”同时也是对子女溺爱心理的一部分。使学

生们了解到，尽管家长在某些方面可以更加严，但大多程度

上都是为了子女，所以这样的心理状态必须为学校所认识。

采用这种的合作研究方法，不但能够增进学习者间的沟通交

流，还可以从一定的程度中将平时上课不太爱自主发表意见

的学习者吸纳进来，从而使学习者在这样一个可以互动讨论

的气氛当中开口发声。如此一来，便能够把平时学习好的、

平时积极主动的学员带领有些缺点的学员，并由此来共同进

步、发展。

3 结语

总的来说，在这个研究的工作中重点从心理教学工作

到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结合初中

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的相关要求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

具体的探索与分析。他们通过了引导分析、事例说明、生活

体验等方法，来形成了相应的课程设计，并由此方法来促进

了学生对课堂知识点的了解和探究，在达到对学生整体复习

思路上的提高的同时，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但是在

论文的描述中，因为受到了篇幅的影响，所以在具体的描

述中所能够提到的方式有限。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可以选择

的方式还有很多，关键在于教师能够结合教学对象的实际需

求入手，针对相关的内容及时调整教学方式，融合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相关的分析与教育，便能够实现学生心理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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