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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目前中小学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所

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的困境是德育缺乏实效性，

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心理健康教育则缺乏规范

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除了认识上的不足与偏差

和教育外部环境的影响外，与教育工作者本身道德

知识内化的欠缺及忽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个

性心理特征、心理规律的探索有关。同时，教育工

作者必须深刻反省因忽视个性心理属性研究而导

致德育认识与德育情感分离、德育认识与德育意志

行为分离等问题，必须真正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

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结合起来，相互渗透，

功能互补，给学校教育提供一个新的尝试和探索。

一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
（一）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

德育是指教育者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需要出

发，以科学的理论和思想为指导、按照一定社会或

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

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并施加系统的影

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

和道德品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从而促进青少年健

康、幸福地成长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教育者

根据人们心理活动的规律，运用心理学及相关学科

的理论，采取各种方法与措施，调动一切内外积极

因素，对学生进行健康思维、情感和性格的教育，以

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在

身体上、心理上以及社会行为上表现出比较稳定的

心理状态，促进其整体素质提高的教育。

（二）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目标是一致的，都

是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全面发展的，能适应于社

会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对学生来说，良好的道

德品质是培养健康心理的基础，良好的心理素质是

接受道德教育的前提。在教育过程中必须以受教

育者为主体，尊重学生，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充分

发挥每个学生的发展潜能。另外，两者的有效结合

有利于德育目标的完整实现，德育倾向于教会学生

学习社会规则、提升道德品质、塑造良好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可见，德育更多地满足了社会需

要，而作为个体人的价值、需要及人格独立性等问

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进一步来讲，如果教育

者体会到两者结合的重要性，就应把学生心理特

点、变化规律与道德教育联系起来。有些人的心理

问题常常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有些道德表现往

往反映出人的心理问题，可以通过学生的心理和行

为表现来增加德育的预见性，以增强教育者的主动

性。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还给传统的道德

教育注入了活力，拓宽了教育渠道，丰富了内容和

形式，提高了道德的实效性。所以说两者的结合是

非常有必要的。

（三）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可行性

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结合的可行性首先体现

在国家教育部门正在大力的推广素质教育，进行教

学体制改革和创新，这无疑给这种两者结合的教学

机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大环境。另外，它们在内容

上有所交叉，在方法上可以互补，在终极目标上是

一致的。据调查，有些学校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改革

和实践，初期来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这么多

的共性存在，可见，两者的结合也是非常具有可行

性的。

二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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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只有德育而没有心理健康教

育，则学生自身的个性品质发展不完整且德育本身

的效果也欠佳。而心理健康教育能丰富德育内容，

使德育方法多样化，能吸引和贴近学生，增强道德

内化的效果，改善德育的学生观和教育观。且两者

在目标上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

全人格、维护个体心理健康。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教

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形成学生健康的人格模式，培养

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但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

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增进每个人的利益，实现每

个人的幸福。另外，两者面对着共同的培养对象，

都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尊重人、理解

人、关心人的基本教育原则。心理健康教育为德育

增添了新的途径，给面临困境的德育注入了新的活

力。

（二）区别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都是教育整体中的有机

组成部分，两者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来影响人的全面

发展。心理教育和德育虽然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和

互补性，但二者毕竟不属于同一学科体系，他们的

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内容上、方法上、手

段上，范围上都有所不同。学校德育更注重对学生

道德品质的培养，而心理健康教育更关注学生心理

活动的规律，采取各种方法与措施，维护个体的心

理健康，培养其良好的心理素质，以促进其整体素

质提高的教育。

三 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的有效结合
现代道德教育的涵义越来越丰富，近些年来更

加突出了心理健康教育在德育工作中的基础性作

用，两者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尽可能地

融为一体。鉴于此，应当把思想品德培养和心理品

质培养有效结合起来，另外还要提高心理健康教育

和德育工作者的心理学素养，发挥其综合性的作

用。

（一）方法上的有效结合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在方法上虽有很多

不同，但二者也有共同的地方，因而在教育过程中

可在其共同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让二者

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的德育方法主要运用

集体灌输、说服教育、榜样示范等，它往往忽视了学

生内心的需要，容易让德育流于形式。但它在教材

内容和编排上很成熟，具有很大的优势。而心理健

康教育课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方法多样且新颖，

教育者可以通过心理讲座、心理素质拓展训练、行

为矫正、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方法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两者的有效结合主要体现在可以

把注重说理教育的德育课与注重实践，主要以活动

形式开展的心理疏导、心理素质训练的心理健康教

育课结合起来，尽量避免灌输式的教育，增强对学

生的道德的内化，把德育内容用心理健康课的方式

上出来，在德育中渗透心理教育理念，把德育要求

尽快转化为学生自己的要求；把理论探讨和社会实

践结合起来，尽可能多地唤起学生的道德认同感和

创造感；把学生的情感需要、个体差异及心理健康

教育等内容溶入德育，利用学生的感性经验，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的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切

实的体验和感触。①

（二）内容上的有效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

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新形势对学生德育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如何指导学生在

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

是学校德育工作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为此，

应“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健全人

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①德育是具

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的，它向学生传授传统的政治观

点、思想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这种内容上的单一性

会存在诸多缺陷，可能会引起学生反感，实效性不

强。学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就是要将心

理健康教育的一些理念引入到德育中，以弥补其不

足。所以，要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引

入青春期的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个性发展教

育等内容，直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德育工作必

须由空洞的说教向丰富多彩的生活道德转变，从知

识传授转向社会实践，从课堂教学转向现实生活。

（三）转变观念，寻求多种途径

要让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发挥有效的作用，就

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以学生为本，力争做到对学生的

积极关注、尊重、真诚的倾听、以学生为中心，给予他

们温暖，并且要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为目标，教会

他们如何提高心理素质，应对生活中不可预知事件

的发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提醒我们，有许多

青少年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差，结果导致了不

可挽回的后果。归其原因，主要是早期心理健康教

育和德育做得不到位。所以，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

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的教育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

心理。现在，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大多都是德

育课的老师在担任，有些只是经过了简单的培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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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系统的心理学教育理论和实践。因此，学校要加

强对他们的心理知识的培训，同时引进专业的心理

健康教育老师，做到两者在师资队伍上的有效结

合。学校和社会应该充分认识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把他们真正放在

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推广和研究。

当然，要让两者发挥作用，传统的教育方式显

然是不够的，学校要不断寻求多样化的教育途径。

以课堂为主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对学生进行德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学校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针

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要，精心设计课程，对发现

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还要经常

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随时开放心理咨询

室来开展个别心理咨询，定期开展团体辅导。教育

工作者要结合实践活动，开展班集体，社团，学生会

之间的合作，建立学生的心理档案，利用每年心理

健康周的活动，普及心理学知识，开展义务心理问

题的答疑，介绍学生常出现的心理问题，播放教育

影片，让学生亲自参与排练课本剧，在其中多渗透

进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内容。除此之外，可以组

织学生深入到教育实践基地，通过见习的方式，把

他们所学的知识在真实的环境中得到充分展示和

巩固。

四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结合的意义
实现二者的结合，是培养健全人格、高素质人

才的需要，也是开发人的潜能、培养个体创造性的

需要，是符合教育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特点的、也是

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道

德教育有效结合的一种新的探索，对加强、改进、完

善学校德育而言，是提高学校教育实效性的一种思

路、一种举措，对心理健康教育来说也是另辟蹊径，

为学校教育无疑也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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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ZHANG Yan-ti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Qinghai 810008）

Abstract: Psychology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chool education. They share a
common educational goal of nurturing students with 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and
complete personalities. It is really urgent and necessary for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to know how to adopt effective
access and means to combine the both in order to help the youth grow healthy.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moral
education are closely connected，mutually influenced and can not be replaced by each other. As long as the two
aspects are combined effectively，we are able to carry out quality education better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a sou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Effectiv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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