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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别遗忘学生的心理健康课
令 于彩清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峰学区官北沟学校�

【摘要】 运用调查法
、

观察法
、

访谈法等方法
，

对中小学心理健康课开设现状展开调查
，

提出一些建议和方式方法
，

试 图为提升西部农村中

小学生心理安全
、

健康辅导提供一定的实践借鉴
。

【关键词】 心理健康课 心理训练 新课改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指教师应用心理学
、

教育学的有关理论
，

依据学

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

通过课堂教学
、

游戏
、

活动
、

辅导等各种教育形式
，

帮助

学生获取 自我调适心理健康的知识
，

从而唤起学生 自我认识
、

自我保健 的

初步知识
，

并对已经出现心理偏激心理障碍的学生提供一些简易有效的心

理服务
。

如何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

是当代中小学教育迫在眉睫

的问题
，

但是大部分地区都把此课搁浅
，

只抓课程教学改革
，

学生心理健康

课有名无实
，

是个空设
。

一
、

现状与问题

�
�

心理健康课是虚设

中小学心理健康课在我们西部学校教学中只是个虚设
。

表面上看课

表上有安排
，

实际上由于资源匿乏等原 因
，

心理健康课名存实亡
。

课程排

在体育老师的名下
，

但体育老师不代班
，

不熟悉学生
，

根本无法抓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

课堂也被占用
。

再加上教育评价的问题
，

学校只重视学生的语

数成绩
，

无人过问心理健康课的教学
，

心理健康课就成了一种摆设
。

社会

上
，

人们也存在一个观念问题
，

本来是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
。

非要说成是

犯法
，

人们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无人重视这堂课
。

家长从不过问学校有

没有开设心理健康课
。

在家长会上
，

不问孩子心里想什么� 有什么想不开

或不痛快的事� 只是追问语文
、

数学
、

英语理化等课的成绩
，

孩子的施暴
、

恐慌
、

压力甚至失眠无人过问
，

再加上寄宿
，

��� 的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心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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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心理健康课教材

义务教育期间
，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包括端正学生态度 �疏导心理

障碍 �增强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与应试技能�纠正不良习惯等
。

目的是解决

学生厌学
，

注意力分散
，

记忆力差
、

叛逆
、

欺霸
、

过激
、

考试焦虑等问题
。

特

别是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
，

是人生心理发展的重要年龄阶段
，

在这期

间会产生种种的矛盾心理
，

本来是一个进行心理教育的最佳时期
，

可我们

的中小学只是有课程安排
，

却无正规教材进行教学
，

条件好的学校
，

老师上

网找教学资料
，

条件差的教师无教案
，

我对 �所 中小学老师的心理健康教

案进行调查研究
，

发现内容五花八 门
，

深浅不适
，

有的不适合该年龄段的学

生
。

如三年级的健康教案中出现
“
性成熟心理早期教育

”
这显然是安排过

早了
，

而在八年级的健康教案中安排了
“
生活要自理

” 。

也许老师准备的教

案只是应付检查的
，

上课根本不用
。

此实例说 明
，

心理健康课缺标准的

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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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心理健康课老师

心理健康课是老师在心理学的原理上通过有 目的
、

有意识地对学生进

行心理素质训练和心理调整的活动课
。

它不同于一般的教学
，

是把训练的

内容放在心理活动 中
，

让学生在活动 中感悟
、

体验
、

接受心理训练
。

这就需

要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授课
，

利用谈话
、

活动等形式对学生的认知
、

情绪
、

情感方面进行调适
、

转变
、

矫正
。

从而纠正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不良习惯
，

塑

造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心理 品质
。

老师在教学中会根据学生 的心理需

求
，

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
，

设计一系列的活动和各种心理健康 自我意识的

训练
，

如
“
健全人格

， “
寻找 自我

， “
头脑风暴

， “
行为治疗

， “
人际关系的调

适
’，

等方面训练
。

让学生受到心灵的感悟
，

不要
“
开错了窗

” 。

但没经过专

业训练的老师没办法完成的
，

不会给学生带来满意的与合灵鸡汤
” 。

二
、

方式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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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上心理健康课

课改不能只管语文数学
，

学校要看到问题 的严重性
，

重视健康课
。

和

语数课一样
，

有具体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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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孩子心理健康教育

呼吁全社会人重视孩子心理健康教育
，

不能只管学业成绩人生安全
，

而忽视学生心理健康 的安全
。

要意识到有些安全 问题 是心理不安全造

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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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理健康的教学纳入学校工作的考核中

期末考试试卷中应该有一张心理健康课的答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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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正规的教材

中小学健康教育课亚须配备正规的教材
，

让老师上课有书可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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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心理辅导老师

培训具备专业水平的心理辅导老师上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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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室

中学应开设心理咨询室
，

及时解决
、

调适
、

转变
、

矫正学生的心理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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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心理健康课也要像语数课一样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

让心理健康课和其

他课程同步发展
。

三
、

期待与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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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抓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如今人们已认识到心理课的重要性
。

认识到这一 时期是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的
“
关健期

”
和

“
最佳期

” ，

也引起专家和老师的关注
。

但是这项教

育
“
只打雷

，

不下雨
” ，

只不过是会议上说一说
，

并没有把工作做在实处
。

出

了问题后由班主任处理
，

也是
“
头痛医头

，

脚痛医脚
” ，

就事论事
。

找不到原

因
。

毫无前瞻性
。

造成好多学生埋下 与合理隐患
” 。

如我校撤点并校后
，

在

八年级的宿舍里发生了一起不安全事故
。

一个男孩不能适应集体生活
，

引

起心理紊乱
。

用一把小剪刀捅伤平时欺霸他的几个学生
，

自己打开窗户要

跳楼
，

幸亏老师及时制止
，

没有酿成大祸
。

后来
，

从这个孩子压在床下 的 日

记中了解到他没有倾诉的对象
，

没人缓解他心 中的焦虑与不满
，

缺乏心理

疏导
，

造成情绪偏激酿成的
。

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健康课跟不上造成的
。

因

此
，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像预防流感那样
，

提前打
“
预防针

” ，

一但学生消

极的挫折习惯化
、

稳固化
，

就难
“
医治

”
了

。

所以对中小学生及时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的疏导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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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消除教师的影响

由于工作的压力职称的问题
，

将近四成的老师都不同程度的带有不健

康的心态
、

不健康的情绪和暴躁乖良的性格
。

工作中往往会造成对学生的

心理困扰
，

老师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

不能理智的对待遇到的各种 问题
，

往

往会对学生形成心理伤害
。

比如
，

这几年虽然强调不准体罚学生
，

可常有

老师体罚学生
、

伤害学生的身心的事发生
，

经调查都是 由于老师心理不健

康造成的
。

除此之外
，

不和谐的家庭和一些心理有疾病的家长也会对学生

心理带来伤害
，

如有的家长望子成龙
、

望女成凤心态严重
，

给孩子施加压

力
，

有的家长心情不顺
，

暴虐殴打孩子
，

这些都造成孩子心理压力过大
。

再

加上电脑的普及
，

网络成了一把
“
双刃剑

” ，

它在给孩子带来快乐和信息的

同时
，

也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恐慌和障碍
。

它很容易使青少年沉溺于网络

游戏
，

消磨意志
，

虚拟生活
，

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严重 的影响
，

他们变得性格

孤僻
，

视力差
，

饮食无规律
，

抵抗力差产生瘴症
。

家长老师无力 回天
。

要是

心理教育课及时跟上
，

以上的问题还会发生吗�所以
，

让孩子带者健康
、

安

全
、

的心态生活
，

是我们老师
、

家长
、

社会首先要想到的
。

总之
，

课程改革不能把学生心理健康课抛在一边
，

为了使我们的孩子

都有一个乐观
、

向上
、

健康的心理品质
，

一定要抓住他们人生心理发展的重

要年龄阶段
。

完善
、

健全学生心理健康课
。

做到 中学时期不可放松
，

小学

阶段不可忽视
。

只有抓住青少年心理教育的
“
最佳期

” ，

才能尽早的帮助心

理有问题的学生走出心理的误区
，

健康快乐地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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