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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漆会丽

(会理县教师进修学校
,

四川 会理 61 5 100)

【摘 要】未成年人素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
。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

既不能将其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相混淆或相互代替
,

又必须针对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实际问题
。

惟有如此
,

才能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
,

实现提高民族素质的要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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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我国 3
.

6 亿未成年人中绝大多数是在校学

生
,

其素质状况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

质
,

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

国内外形势的深刻

变化为未成年人素质建设创造了新机遇
,

也提出

了新挑战
。

就当前未成年人素质建设看
,

还存在

许多不适应社会变化
、

巫待改进和加强的薄弱环

节
,

如学校教育重智育轻德育
、

重课堂教学轻社

会实践
、

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等
。

当代社会要

求全面提升个体素质
,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尊重学

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
,

注重开发学生智慧
、

潜

能
,

关注学生个性健康和谐
,

促进其全面发展
。

一 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是素质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校教育必须遵循党的教育

方针
,

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首位
,

结合未成年人

心理特点
,

利用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校德育
,

使

德育贴近实际
、

贴近生活
、

贴近未成年人
,

寓教

于乐
,

以增强德育工作的吸引力
、

感染力
,

从而

全面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

实效性
。

过去
,

我们对学校德育抓得紧
、

也抓得多
,

但效果却不理想
。

究其原因
,

笔者认为
:
一是缺

乏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的把握 ; 二是强行灌输的

教育手段不符合当代未成年人的认知方式 ; 三是

经常将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混淆
。

其结果
,

二

者均偏离了自身的工作方向
。

尽管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都是素质教

育的基本内容
,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显而易见
。

思

想道德教育旨在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

培养民族

精神 ; 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确立正确信念 ; 培

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等
。

而心理健康教育则侧重于

培养学生良好的适应能力 ; 开发学生智慧潜力
,

培

养创新能力 ; 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 解决和矫正

学生发展中面临的心理行为问题
,

预防和减少心理

疾病
,

促进个性和谐发展
。

可见
,

二者区别明显
,

不能混淆
。

但我们又不

能将其完全割裂开
,

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

一

方面
,

对生理正常的个体来讲
,

其素质结构中
,

心

理素质是其它素质发展的基础
,

它不仅直接控制
、

调节人的生理活动
、

能量释放
,

影响着人的生理机

能和身体素质提高 ; 同时心理素质还是内化文化科

学知识的必要主观条件
,

其认知能力
、

品质关系到

内化方式
、

过程及效果
,

而非认知能力
、

品质如兴

趣
、

情感
、

态度则是认知内化过程的动力
。

另一方

面
,

良好的心理结构都包含了知
、

情
、

意等因素
,

它们支配每个人的外在行为
,

而这些因素通常使人

表现出特定的思想
、

道德行为模式
。

再一方面
,

就

内容来看
,

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
,

如培养良好的情

感
、

行为习惯
,

树立正确的信念等
。

由此
,

笔者认为
:
学校德育的许多方面都可以

从心理健康教育人手
。

二 青春期的心理特点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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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是人生的重要时期
,

把握好青春期就

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

学校抓好青春期的心理教

育工作
,

对于学生的思想道德构建乃至其一生的

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

进人青春期后
,

由于生理的急剧发育
、

变化

(特别是第二性征的出现 )
,

往往会引起心理方

面的剧烈变化
,

表现出以下特征
:

1
.

抽象思维不断发展
,

但看问题呈现出片面

性
。

虽然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

但又表现

出经验性
,

幼稚性
,

看问题存在表面化
、

片面

性 ; 好奇心
、

求知欲强烈
,

但难以正确取舍
。

这

些特点使中学生容易走极端
,

抵触教育要求
,

极

为典型的是对网络的认识
。

所以
,

在积极鼓励他

们学习网络知识的同时
,

还应加强对网络危害性

的认识
。

2
.

情绪情感丰富
,

但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
。

幻想未来
,

社会责任感增强
,

但易于波动
,

时时

潜藏不安
,

明显表现为动荡性
、

闭锁性
,

其两极

性十分突出
。

这些特点一方面使中学生为自己
“

长大成人
”

而 自豪
,

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困

难
、

挫折面前沮丧
、

失望
、

自卑
。

为此
,

必须结

合中学生的这些特点
,

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
,

以

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
,

精心设计和组织各种内容

鲜活
、

形式新颖
、

吸引力强的文体活动
、

实践活

动
,

寓教于乐
,

充分满足其兴趣爱好
,

使其在自

觉参与中熏陶情感
、

充实精神
、

升华道德
。

3
.

个性渐趋的成熟
,

但价值取向不定
。

交往

范围扩大
,

认同感增强 ; 自我意识强烈
,

价值取

向开始形成 ; 评价能力迅速发展
,

个性趋于成

熟
。

此时
,

一定要抓住时机
,

培养未成年人的劳

动意识
、

创造意识
、

改革意识
、

环境意识
、

进取

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民主
、

法制观念
,

增强其动

手能力
、

自主能力和 自我保护能力
,

引导其保持

蓬勃朝气
、

旺盛活力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

激

励其勤奋学习
、

大胆实践
、

勇于创造
,

使其思想

道德素质
、

科学文化素质
、

健康素质得到全面提

高
。

4
.

性意识的觉醒和相关知识的缺乏
。

青春期

性生理的发育
,

唤醒了未成年人的性心理
、

性意

识
,

产生 了许多与性有关的各种内心体验
,

并在

其心理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
。

性心理和性意识的

出现
,

使未成年人强烈意识到男女差异
,

渴望了

解有关性知识及两性关 系
,

开始接近和关心异

性
,

萌发了对异性的向往和眷恋
。

如果此时不加以

正确引导
,

未成年人极容易受色情
、

淫秽等不健康

因素的消极影响
,

危害其健康成长
。

对此
,

一方面

学校一定要坚决联合相关部门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力

度
,

坚决查处传播淫秽
、

色情
、

凶杀
、

暴力
、

封建

迷信和伪科学等文化出版物
,

加强对互联网服务营

业场所和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的管理
。

另一方面又必

须加强未成年人的性知识
、

性卫生教育
,

帮助其正

确处理两性关系
,

促进其性心理健康发展
。

总之
,

青春期生理发展为其心理发展奠定了物

质基础
。

但是生理上的不完全成熟往往使其心理处

于半幼稚
、

半成熟状态
:
独立性与依赖性

、

自觉性

与幼稚性
、

开放性与闭锁性并存
。

在这个体发展的
“

混乱
”

时期
,

正确的教育引导将为其将来健康发

展奠定至关重要的基础
。

三 青春期的心理困扰与教育

青春期是个体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的转折时

期
,

心理学家将其称为
“

危机期
” 。

处于这一时期

的未成年人
,

在种种压力之下
,

心理矛盾
、

冲突明

显
,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

认识问题和行为问

题
,

如烦恼
、

焦虑
、

自卑
、

孤独
、

嫉妒
、

辨别是非

能力弱等等
。

如果不注意教育引导
,

或教育引导不

力
,

或教育引导措施
、

方式不当甚至错误
,

极有可

能使其转化为心理障碍
、

认识障碍
、

行为障碍
,

严

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健康
、

和谐发展
。

以下就青春期

未成年人的个别心理困扰及教育问题作一简述
。

1
.

人际关系间题
。

小学生的人际交往一般比

较单纯
,

交往范围仅限于为数不多的老师和同学
,

而且比较稳定
,

彼此间十分熟悉
。

进人中学后
,

交

往的范围和对象远比小学时期复杂
。

如果与老师
、

同学间的关系不协调
,

往往会给个人增添许多烦

恼
。

当代中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
,

从小就养成了
“

自我中心
”

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
,

关注
“

自

我
”

多于关注他人
。

他们一方面需要老师
、

同学关

心
、

体贴自己
,

另一方面
,

自己又难以正视他人的

存在和需要
,

如多数学生希望得到每一个老师无微

不至的关心
、

照顾
,

但又反感老师的反复叮嘱
。

这

种内心矛盾往往成为师生之间
、

同学之间人际冲突

的根源
。

良好的师生关系能为学生积极接受教师教育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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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态度定势基础
,

而良好的学生关系则能为学生

相互学习
、

共同提高创造条件
。

为此
,

教师既要

关注每个学生
,

积极与所有学生交往
,

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 ; 又要公正
、

公平地对待每个学生
,

掌握好师生交往的分寸
、

方式方法 ; 还要教育学

生学会正确处理同学关系
,

帮助学生在交往中相

互学习
、

共同提高
。

2
.

学习负担间题
。

与小学相比
,

中学不仅课

程门类增加
,

而且课程内容也 日益专门化
、

抽象

化
,

难度增加
。

这些变化既要求学生付出更多的

学习努力
,

又要求学生必须改变小学阶段凭兴趣

学习的方式
,

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

唯

有如此
,

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

中学生一方面有学习好每一门学科的良好愿

望
,

另一方面课程难度的不断增加又使他们感到

学习的无比压力
。

学习能力不足或学习方法不当

的学生容易产生学习的挫折感和失败感
,

最终导

致自暴自弃的自卑心理产生
,

不仅影响其学习的

改善与进步
,

严重者还影响其心理健康
。

对此
,

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学习特征和能

力
,

帮助学生树立学习志向
,

教会学生掌握一定

学习方法就成为教师的一项必须而艰巨的任务
。

而且
,

教师必须树立素质教育观念
,

不以分数判

别学生优劣
,

多为学生提供成功的机会和体验
,

以达到增强学生学习自信心的目的
,

进而促进学

生健康发展
、

全面发展
。

3
.

适应性间题
。

一般来说
,

生理急剧变化会

导致青春期未成年人 自我意识和
“

成人感
”

增

强
。 “

成人感
”

的产生
,

使中学生的独立性
、

自

尊心
、

好胜心
、

责任感明显增强
,

他们一方面积

极参与各种活动
,

并在活动中显示 自己的才华
、

能力
。

但另一方面又因缺乏必要的知识经验和技

能
,

在问题
、

困难面前又表现出对家长
、

教师和

他人的依赖性
。

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冲突既表

现在身心方面
,

也表现在生活
、

学习和人际交往

方面
。

中学生能否在较短时间内适应中学生活
,

不

仅决定其知识掌握的好坏
、

影响日常情绪
,

还决

定其在集体生活中的地位
、

左右教师同学的评价

和喜好
,

还会影响其自我评价的形成和心理的健

康发展
。

学校
、

教师为帮助中学生适应中学生活
,

首

先
,

抓好入学教育
,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 自己
,

实

现角色转变 ; 其次
,

充分了解
、

关心每个学生
,

帮

助学生树立适宜中学生活的自信心 ; 再次
,

组织丰

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

培养学生正确的集体观
、

人生

观
、

价值观
、

世界观 ; 最后
,

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实

践活动
,

培养学生独立参与
、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
。

4
.

自我愈识间题
。

进人青春期后
,

未成年人

独立性和自觉性的迅速发展使其认识开始深人到自

己的内心世界
。

他们不仅充分关注自己的外在形

象
,

要求深人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

更重视自己个

性品质
,

希望塑造完整的
“

理想自我
” 。

然而
,

自

我意识的分化又常常使他们陷人
“

现实自我
”

和
“

理想自我
” 、 “

本我
”

和
`

他我
”

的矛盾困惑之

中
。

统一
“

现实自我
”

和
“

理想自我
” 、 “

本我
”

和
“

他我
”

对中学生来讲是比较困难的
,

其原因在

于心理的闭锁性使他们的真实情况不易为他人理

解
,

而独立性的发展又使他们不轻易顺从他人和社

会的评价
。

面对这些冲突与困惑
,

有人坚持
“

理想

自我
” ,

不断改善
“

现实自我
” ,

始终保持蓬勃向

上的乐观精神 ; 有人则不断修正
“

理想自我
” ,

改

善
“

现实自我
” ,

实现二者的统一 ; 但也有人消极

地放弃
“

理想自我
” ,

迁就
“

现实自我
” 。

针对上述不同情况
,

帮助中学生树立自信心自

尊心
、

学会理智地控制自我成为心理健康教育不可

或缺的重要内容
。

此目的一旦达到
,

就能够促进学

生自我教育
。

5
.

性困惑间题
。

青春期生理的逐渐成熟刺激

了成人意识的发展
,

而性心理成熟缓慢极可能使未

成年人正常的异性交往
、

爱慕
、

亲近
、

性冲动在传

统社会的性压抑
、

西方社会的性自由冲突中产生困

扰
,

演变为不恰当的两性关系
,

如手淫
、

早恋
、

早

期性行为
、

怀孕等
。

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中学生的学

习和身心健康
。

加强未成年人性健康教育是中学的一项重要任

务
。

其一
,

重视生理卫生课程
,

指导中学生掌握科

学的性生理
、

性心理知识
,

克服对异性的好奇感
、

神秘感
,

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和角色观 ; 其二
,

鼓

励异性学生间的文明交往
、

集体交往
,

培养健康的

性心理 ; 其三
,

加强性道德规范教育
,

帮助中学生

学会用性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情感和行为 ; 其四
,

鼓励中学生 自觉拒绝色情
、

淫秽等因素的消极影

响
,

合理控制 自己的性本能 ; 其五
,

协同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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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

净化中学生成长空间
。

综上
,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必须结合青春期未

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存在的种种问题
、

矛盾
,

将

心理健康教育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
,

才

能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
,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者和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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