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6 ▲教育在线

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策略研究探析

◎王金金
摘要：初中时期是学生们学习和形成良好品质的关键学习阶段，在此期间，同学们开始对生活中的事物有了自己的看

法和意见。所以对于初中老师来说，一定要把握好这段关键的时期，加强对学生们的思想教育，引导学生们形成正确的观念。

本篇文章主要针对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来展开讨论，并且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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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中生们来说，他们心理上的问

题主要是来源于生活和学习。在生活中，

大多数学生的父母和家庭会不断地给他们

过多的学习压力，还会给他们报很多的辅

导班。而且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学校的老

师也会给他们布置很多的家庭作业，而且

对他们平时的学习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

他们心里面的压力就会很大。如果学生

心里面的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

将会对他们以后的学习产生一些不好的影

响。而且不利于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对

他们自身的健康也会有一些阻碍作用。

一、分析初中生的心理特点

对于初中生们来说，他们正处于由

幼稚转变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间里

面，他们的内心虽然在不断地成长，但是

他们的内心依旧很脆弱而且更加的敏感。

对于每一个老师和家长提出来的意见，他

们都会有着很大的感触。并且在这个时

期，虽然他们年龄在增长，但是内心的自

尊心也在不断地增强，甚至会出现一些叛

逆的现象。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他们自

身的思维和想法在不断地提高，而且理论

知识也在不断地增加。因此，随着学生们

自己对知识不断地学习，总结和记忆，他

们自身的思维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但是

他们内心的思想还不够成熟，对于别人提

出来的意见，他们还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而且还会更加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随着他们年龄

不断地增长，他们也可能对异性产出一些

依赖的情感，而且开始喜欢异性。因为他

们年龄比较小，对男女生之间的情感还不

是特别的了解，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能很好地处理。因此在生活中就会产生

一些忧虑，孤单和烦闷的情绪，而且还会

害怕和其他的人进行交流。同时，他们内

心会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自

己处理的年龄，所以感觉不需要和父母过

多的商量，并且对于自己的日记和隐私会

更加严密地保护起来。但是他们年龄比较

小，社会经验并不多，所以当遇见一些事

情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冲动而做出轻率的

决定。

初中生的年龄较小，所以学校的老师

应该对学生多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和

教育。比如：在平时的生活中，老师可以

多和学生们进行交谈，了解学生们心里面

真正的想法，从而可以更好地和学生之间

进行沟通。从教学方面来说，初中政治课

本中对教学提出了一个重点的要求，就是

要引导学生们对生活充满信心，能够更加

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并且可以

更好地适应初中的生活。而且在生活中老

师还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们树立坚持不懈、

勇往直前的学习态度，并且要对自己充满

自信。如果遇到困难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

进行处理，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

二、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

（一）利用多媒体技术与教学内容相

结合

现在多媒体应用到了各行各领域里

面，更多地也应用到了教育的方面。在多

媒体教育中加入一些视频和图片的方式，

可以让乏味的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味，从而

带动全班同学的学习劲头，而且还可以有

利于他们身心的进步。比如：在进行政治

课本里关于人的“丰富多样的情绪”这个

章节教育的时候，需要学生去了解人的每

一种情绪，并且能够正确认识每一种情绪

带给人的好处与坏处。经过这章的学习，

人的最基本的喜、怒、哀、乐可以被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在教学的过程中，老

师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方法，还可以更好地

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们可以更加清

楚地对这些比较困难的知识进行理解。

（二）使教学内容与生活联系在一起

为了让学生们对上课的内容能够更好

地理解，所以老师还可以将心理健康的教

育内容和生活联系在一起。将一些比较理

论的政治知识和生活更好地联系起来，也

更加有利于学生们形成自己的三观，可以

促进他们身心的发展。比如：一个学生得

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时，他有去医院

治疗的权利，同时他也具备着必须远离其

他同学，去医院进行治疗的义务。通过这

些生活中的例子，可以更好地将政治生活

的知识和生活化的内容更好的联系起来，

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教学中老师要不断地和

学生进行沟通，时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发展状况。如果发现学生的心理方面出现

了一些问题，那么就要及时地和他们的家

长进行沟通和联系，从而帮助学生们减轻

生活和学习上的压力，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促进他们身心更加健康的发展。而且通过

引入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来帮助学生们形成

自己正确的三观，不仅可以帮助老师和学

生更好地沟通，还可以提高老师的教学效

率，还可以促进学生身心更加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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