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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李凌萱
摘要：经济时代下，我们已经满足了身体健康的需求，但是快节奏的生活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业压力以及其他心理

压力。在当下也出现了很多学生心理扭曲、心理不健康的现象，这严重阻碍了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因此，本文针对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展开论述，提出相关的建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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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是当下素质教育提倡注

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证学生能有一个

健康的、正确的心态。这是比学习还要重

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好的心理状态能够

给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帮助学

生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同时，心理健康

教育对于三观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能够帮助学生认识自己所在生长阶段

的一些正确生理现象，避免学生产生不必

要的恐慌焦虑等。下面针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要性展开讨论。

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减轻学生升学

压力

学生的心理健康对于生活以及学习都

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当下推行的是素质

教育，但是传统教育模式并没有完全退出

教育舞台，应试教育成为当下学生学习的

主要重担。这些压力来源于家庭和学校等

各个因素都有关系。

在新的教育时代下，唯分数论这一现

象占了一大部分。家长为了学生能够考上

更好的学校，拥有好的教育资源，逼迫着

孩子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的

孩子大多数在课下报了很多业余辅导班，

有的是帮助孩子辅导文化课成绩的、有的

是发展学生业余爱好的。这样占用了学生

大多数时间甚至是全部的时间，学生没有

自己的时间。学校的任务就是教育学生学

习，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但是当下学

校关注学习成绩是主流，忽视了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因此，家校应当合作，共同关

注学生心理健康。家长可以采取适度管理

的方式，关注学生在心理方面的变化，比

如“成绩下降以后过度暴躁”“无意间闷

声不语”“开始不愿意与父母说话”等等，

这些细小的变化父母都需要引起关注，在

成绩上不要过多的要求。学校方面给学

生灌输一种努力学习的一种思想，在乎

学习的过程，不要太在意学习的结果。

这样能够给学生带来一种宽松的学习环

境，减轻他们的升学压力。对于大部分

学生而言这能够给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

学习生活印象。

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规避各类突发

事件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这项工作应当贯彻

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

助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正

确处理学习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俗话说“防

患于未然”，一点一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对于塑造学生健康人格是至关重要的。

小学生由于受到生理发展水平的限

制，认知能力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做事

情往往考虑不到后果，更找不到更好的解

决方法，做事冲动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过

分地强调个人利益。学校可以通过集体讲

座，聘请相关人士在学校进行巡回讲演，

据调查显示，小学生由于从小受到家庭的

庇护，在心理承受能力上是很差的。事情

堆积多了虽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一部分

学生很内向当自己遇到困难，不愿对外倾

诉，敞开心扉而是内敛、自我消化。要想

更好地促进心理健康，应当教育学生当遇

到事情以后，可以找朋友倾诉不要憋在心

里，否则很容易能够形成孤僻的性格，不

利于心理发展。

三、了解心理情绪变化，满足身心发展

诉求

小学生因为年龄小，见到的事物比较

少，对出现的新事物都产生了满满的好奇

感。而且从往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小学生

更加在乎比赛的输与赢、考试成绩的好与

差。但是他们只在乎结果，却不在乎过程，

考试中出现了作弊以及团伙作弊等现象，

虽然最终他们取得了好成绩，但是这种行

为是不恰当的。应当教育学生要凭自己的

实力来取得好的成绩，不要自欺欺人。

同时小学生也正处在三观形成的初期，在

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方面并没有严格的界

限，学生很难分辨清楚。家长和学校可以

适当地引导，对于一些性格开朗的小学生

可以采取幽默滑稽的教育方式，引导小学

生多去读一些名人名家写的书，对塑造自

己三观形成有重要意义。对于那些性格内

向的学生需要更加地鼓励 他们走向社会、

走出自己，多与其他学生谈心交流，拉近

与他们的心理距离。了解学生的心理情绪

变化能够帮助家长创设更新的方案来教育

孩子，及时调整教育方案，在学生产生一

种不合理倾向行为之前采取方式进行规

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促进学生

心理健康发展。

四、结语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逐步纳入学生

的课堂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不

健康，通过“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来减

轻学生的升学压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来规避各类突发事件”以及“了解心理情

绪变化，来满足身心发展诉求”方式促进

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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