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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学设计中的生命教育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影响
伍尚权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罗定实验中学，广东 罗定 527200）

摘要：本文以高中语文教学设计中的生命教育为切入点，探讨了学生心理问题的现状和困境，分析了现有教学模式对学生心理健康

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策略。通过案例分析和点评，揭示了生命教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为教师

在教学实践中提供了一些建议和启示。本文旨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提高高中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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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中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学生

心理问题在当前教育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生心理的发生与学

生的生活压力、学习压力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然而，

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心理健

康的培养。因此，本文旨在探讨高中语文教学设计中融入生命教

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生命教育对学生心理进行干预和预防，

以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现状与困境分析

（一）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课文的精细

解读和分析，强调语言的规范性和文学知识的系统性。这种单一

的教学方式往往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发展，使得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难以产生共鸣。许多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的同时，缺

乏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导致他们在面对复杂

的社会和情感问题时，常常感到迷茫和无助。此外，高中阶段是

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学业压力、升学压力以及对未来的不确

定感均加剧了学生的心理负担。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学生可能

会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因此，

亟需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以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心

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二）学生心理问题的现状

近年来，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并且呈现出低

龄化的趋势。根据相关调查显示，许多学生在面临学业压力、

家庭期望以及同伴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心理困扰。这不仅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

学校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使得一

些学生在遭遇困难时无法寻求有效的帮助，最终可能走向极端。

因此，研究如何通过高中语文教学设计去干预和预防这些心理

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合理的教学策略，可以帮助学生建

立积极的自我认知，提高他们的情感调适能力，从而有效降低

心理问题的发生率。

（三）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理念，旨在培养学生健康的人

格和综合素质，是预防和干预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它强调

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生活态度及人生观，通过对文本的深刻体

验与思考，引导学生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语文教学中，教师

可以通过选取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激发他们的共鸣，

引导他们进行深入的讨论与反思，从而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和抵

抗力。比如，在学习有关成长与困境的作品时，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帮助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培

养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结合生命教育的理念，教师还可

以设计一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生命的珍贵，增强对

生活的热爱与责任感。通过这种方式，高中语文教学不仅能够提

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更能为他们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帮助他们

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

三、解决问题的策略

（一）融入生命教育的教学内容设计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来融入生

命教育的元素。例如，选择具有情感共鸣和思考价值的文本作为

教学材料，引导学生从文本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与复杂，培养学生

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同时，可以设计一些关于生命

意义和人生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启发式教学和合作学习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教师主导的，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而

启发式教学和合作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他

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

讨论，让他们参与到教学过程中，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减轻学习压力，降低心理问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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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辅导和关怀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积极开展心理辅导和关怀工作。

要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和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帮助他们解

决问题。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心理健康教育讲座为学生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增强他们的心理素养。这些讲座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认识

到心理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还可以教会他们一些有效的情绪

管理技巧和应对策略。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也是一项重要举措。教

师可以设置开放的咨询时间，让学生在需要时能够主动寻求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保持耐心和理解，创造一个安全、信任的

环境，使学生能够畅所欲言。通过这些措施，教师不仅能帮助学

生应对学业压力，还能引导他们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促进心理

健康的发展。

（四）家校合作

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与学校因素有关，家庭环境也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生命教育应该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形成家校合力。教师可以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情况，

并与家长共同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四、案例分析及点评

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的案例非常丰富，以下是一个

我在平时教学中以史铁生作品《我与地坛》为例的具体案例：

（一）案例背景：

随着高中语文新课程的实施，挖掘语文教学中的生命教育素

材，强化学生生命意识的培养，已成为语文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作为一篇蕴含丰富生命教育内涵的文章，

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成为教师进行生命教育的绝佳素材。

（二）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我与地坛》中的生命哲理，感受生命

的坚韧与不屈。

2. 通过文本分析，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和价值观。

3. 鼓励学生珍惜生命，积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三）教学过程：

1. 导入新课：教师以“生命的意义”为话题引入新课，引发

学生思考并分享自己对生命的看法。简要介绍史铁生的生平及创

作背景，为理解文章奠定基础。

2. 文本研读：初读感知：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整体感知文章

内容，了解作者与地坛的深厚情感。

3. 精读分析：教师引导学生深入分析作者对地坛周边景物的

描写，感受生命的顽强与坚韧。例如，“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引导学生思考生命在逆境中的坚持与希望。通过作者对母亲的理

解和怀念部分，让学生认识到母爱的伟大和生命的珍贵。如母亲

对作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鼓励，让学生体会亲情的温暖和生命的

重要。

4. 生命教育渗透：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围绕“生命的意义”进行小组讨论，分

享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角色扮演：选取课文中的经典片段，让学生分角色朗读或表演，

加深对文本情感的体验和理解。

写作训练：布置一篇以“我的生命观”为主题的作文，要求

学生结合《我与地坛》的阅读体验，谈谈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和感悟。

5. 拓展延伸：生命教育活动：组织以“生命”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辩论赛或舞台剧表演，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深入思考生命

的意义和价值。

6. 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参加一些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的公益

活动，如义务献血、环保行动等，让学生在实际行动中体验生命

的价值和意义。

7. 总结提升：教师总结本课的生命教育意义，强调珍惜生命、

积极面对生活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将所学所得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融入生命教育的

策略对学生心理问题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启发式教学和合作学

习，学生得到了情感体验和心理健康的培养，提高了他们的独立

思考能力和抗压能力。因此，高中语文教学应该注重生命教育的

融入，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

高中语文教学设计中融入生命教育对学生心理问题具有积极

的影响。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和策略，学生得到了情感

体验和心理健康的培养，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抗压能力。

同时，启发式教学和合作学习的策略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动和支持。家校合作也为学生的心理健

康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融入生命教

育是预防和干预学生心理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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