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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紧跟时代的步伐，如何在历

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培育学生们健全的人格，就成为当代历史教学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从国内学术界已

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几年关于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一线中学历史教育领域的研究逐渐增加，但从教学的全过程出发，

针对一线教学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研究的内容比较少。故本研究以此为突破点，从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方法的使

用、教学评价的进行这三个角度入手，并结合相关教学内容，阐述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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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要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

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养、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

程。初高中历史学科在教学目标中提出了要让学生确立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因此，紧跟时

代步伐，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们健全的人格就成

为当代历史教学中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从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有不少

学者提出可以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进历史教学中，同时

关于该构想的操作性研究也在逐渐增加。如：顾耀科在

《刍议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整合心理健康教育》一文

中提到，可以通过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来进行讨论，从

而塑造学生与人合作交流的积极态度。吴霞在《高中历

史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探究》一文中提出，教

师可以用名言警句来激励学生学习，鼓励学生通过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摆脱无知。董洪云在《谈历史教学中的心

理健康教育》一文中写到，可以运用历史教材中的人物

事迹或历史事实培养学生形成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持之以

恒的精神。

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阐述历史

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所在，或指出在历史教

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某些方法。但结合当前中学生

的具体心理状况，从教学的全过程出发，针对一线教学

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研究的内容比较少。因此，本研究

以此为方向，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历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

（一）历史教学的概念

所谓教学，指的是在一定教育目的规范下，在教师

有计划的引导下，学生能主动学习、掌握科学文化基础

知识，逐步形成全面发展的个体素质的活动。而中学历

史教学指的就是在中学历史新《课标》的要求下，在教

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双边互动下，使学生掌握基本历史

知识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

（二）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

心理健康指人的一种稳定持久的良好心理机能状

态。而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指教育者根据中小学生生

理、心理的发展特点，运用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多种方

法和手段，从学生的心理实际出发，促进学生身心全面

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心理活动。

二、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分析

（一）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符合时代的

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国家

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在关于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的通知中就指出：心理健康

教育的总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

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

续发展。然而，当前的中学心理教师和心理课程的数量

十分有限。因此，在学科教学中引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

容就显得十分必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符合学生心理

发展的需要

由于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中，他们的心理状态波动

性较大，因此在这一阶段遇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大大增

加。而现行中学课程设置主要集中于应试科目，留给心

理健康教育等相关课程的时间并不多。同时，青春期的

孩子比较敏感，在大多情况下即便遇到成长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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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寻求心理教师的帮助。所以，

单纯靠心理教师和有限的心理健康教育等相关课程难以

从根本上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一门人文学

科，历史教学中的人物故事与历史事件在教师充分创设

情境的条件下，可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并在教学过

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需要。

三、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由于历史学科与心理学科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门

类，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不应

是简单空洞的，而是应该在长期的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实

现跨学科的价值融合。具体而言，在历史教学中，教师

可以在充分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内容的前提下，从教

学内容的选取、教学方法的使用、教学评价的进行这三

个角度入手，尝试追求渗透效果的最大化。

（一）教学内容的选取

1.合理创设教学情境，减少学生的学习畏难情绪与

焦虑感

当学生学习新知识时，难免产生陌生感和畏难感。

尤其是高中生的学业更加繁重，更容易产生焦虑感。因

此，在新课导入的环节中，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做游

戏、放视频等方式合理创设情境，并以该情境为线索串

联起全课的内容。

以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下）》中《影响世界的

工业革命》为例，在授课中，教师如果通过复习旧知的

方法引出工业革命，或直接讲授工业时代的到来会略显

乏味。而用曼联、曼城两支英超足球队的徽标提问学生

这两只足球队叫什么名字，从而引入曼彻斯特城，再以

曼彻斯特城的崛起与发展串联起整个工业革命的历程，

不仅可以让教学更加贴近生活，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在教

学内容中，缓解学生的压力感和紧张感，还可以营造课

程所需要的课堂气氛，为进一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

容创造良好的条件。

2.合理借助历史史实，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归因与

价值判断

历史能够照亮现实，而历史人物的生活经历、历史

事件的经过，对于当今学生的生活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

值。在历史教学中，合理运用历史史实，能够使学生在

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引导学生们

学会正确认识自我，树立正确的归因观，保持积极面对

生活的态度。

比如，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通过介绍红军长

征的整个过程，引出逆境中的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可以

从中引导学生思考人在面对逆境时的态度，从而培养学

生敢于直面困难，同时积极解决困难的生活态度。

又如，在讲授抗美援朝时，通过播放《长津湖》等

影视片段，让学生了解到当年在装备如此落后的状态

下，面对联合国军的进攻，志愿军将士们依然不抛弃、

不放弃，在强大意志力的推动下夺取阵地，从而引导学

生形成不怕艰苦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

3.合理使用名人名言，培养学生保持良好的乐观

心态

名言警句体现的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经历大风大浪之

后所领悟到的道理。作为青少年，学生们的精力是有限

的，而当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时，或是难以正确

面对，或是选择消极逃避。因此，教师可在教学时适当

扩展，借助历史人物的经历或名言来激励学生勇敢面对

生活中的挫折，培养学生保持良好的乐观心态。

例如，在讲授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借用毛

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启发学生

们在面对挫折时，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要敢于挑战自

我，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从而培养学生保持积极的学

习心态。

再如，在讲授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时，借用雪

莱的“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启发学生思考生

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不都是如此吗？解决了困难，不就离

成功更近一步了吗？从而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形成良好

的乐观心态。

（二）教学方法的使用

1.运用探究式教学法，强化学生的成功体验

探究式教学法通过创设情境，启发学生提出问题，

从而引导学生从中得出结论。运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授

课，能够进一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例如，在七年级上册《秦统一中国》一课中，设置

以下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秦国为什么能统一六国？秦

朝建立后是怎么巩固国家统一的？如果你是秦始皇，你

还会做些什么来巩固国家统一？让学生结合教材思考这

些问题，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角

色扮演活动在提升教学趣味性的同时，还有利于促进学

生创造性思维和独创精神的发展。此外，在探究过程

中，随着问题的层层深入，伴随着问题的解决，也能强

化学生的成功体验，增加学生的自信与获得感，营造良

好的课堂气氛，减少学生的学习焦虑感。

2.利用合作学习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高涨，对自己的情绪和

行为把控还有待加强，在生活中有时难以建立和谐的人

际关系。而在当前的社会中，绝大部分工作的完成离不

开有效的合作。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可以使用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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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引导学生小组思考探究问题，还可以通过生生

互评的形式帮助学生学会合作，帮助学生学会构建和谐

的人际关系，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

3.科学使用讨论法，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理性思维以逻辑和证据为基础，是一种更加高级的

思维模式。在教学中使用讨论法，可以通过学生之间相

互的讨论或辩论，让学生对事物进行比较分析，培养学

生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

比如，在讲授新文化运动时，最后可以让学生就鲁

迅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观点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

看法，这不仅能让学生在讨论或辩论中，相互评价、学

习，还能培养他们科学、全面认识历史事件的理性精

神，全面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

4.合理使用史料教学法，减少学生的学习焦虑感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载体，是历史教学中离不开的内

容。然而，当今的历史教学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文字

史料的滥用。

比如，有的教师在讲授唐宋时期制度变革时，为突

出自己的专业能力，整堂课从头到尾都是文字史料，动

辄近千字，甚至有的还是学生较难理解的《资治通鉴》

之类的古文。这对于中学生而言，会大大增加他们学习

的难度，增加他们对学习的畏难感。

因此，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要注意合理使用史

料教学法。一方面，在选取史料时，类型要多样。例

如，在讲授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时，可以从《明清上

河图》入手，让学生从中找出相关的经济信息。又如，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诞生时，通过播放卓别林的《摩登

时代》，让学生感受工业革命后工人生活的窘迫，从而

引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原因。这样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

内容，还能给予学生不同的感官刺激，减轻学生学习的

焦虑感。

另一方面，在选取文字性史料时，要注意选取较为

通俗易懂的典型性史料。如在讲授西方殖民运动时，直

接引用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解说词，能让学生清

晰地了解近代西方殖民国家的兴衰，进一步减轻学生的

学习焦虑感。

（三）教学评价的进行

1.创新作业形式，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

作业是衡量教学评价的有效指标。长期以来，教师

对于作业的布置，或使用教材上的课后思考题，或使用

教辅资料的课后习题。而对于普通的中学学生而言，传

统形式的作业不仅枯燥无味，更容易让学生产生抵触心

理。这时，对于教师而言就可以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来完成作业的布置。

譬如，在布置《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一课的作

业时，可以采用毛泽东讲述的“进京赶考”的相关内容，

并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给毛泽东的进京赶考打分。这

样开放式的问题不仅给予了学生自己发挥的空间，更能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减轻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焦虑与压力。

2.利用课余时间，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反馈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作

为中学生而言，他们对于社交与尊重的需求是十分迫切

的。而他们的理性思想并没有完全形成，在生活、学习

中容易产生各种问题，如果在第一时间没有得到解决，

长此以往，则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因此，虽然历史教

师不是班主任，但通过一次次的教学评价，也能第一时

间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动。通过课后与学生的沟通反馈，

不仅有助于解决学生的各类问题，构建和谐的师生关

系，还能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向，促进他们的心理健

康发展。

在目前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的情形下，将

心理健康教育渗透进学科教学中是时代的呼唤。作为一

门人文学科，历史教学在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方面

有其独特的优势。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在充分了解心理健康

教育相关内容的前提下，从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方法

的使用、教学评价的进行这三个角度入手向学生渗透心

理健康教育。

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可以在合理创设情境的同时

借助历史史实和名人名言，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

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可以采用探究法、合作学习法、

讨论法等手段，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学

生的理性精神。在教学评价中，可以创新作业形式，提

升学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加强与学生的

沟通，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困惑并协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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