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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职语文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策略
张海波

（沈阳市艺术学校，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素质教育背景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尤为必要，从学科教育中挖掘德育因子，在此基础上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能够提高学生

的心理技能，同时也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以中职语文教育为例，其面向全体中职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有机地渗透心理健康教

育的相关内容能够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同时也能学生探索语文学习提供了新方向。本文重点论述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中职语文教学的重

要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方法，以期能为更多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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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是中职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时代背景

下，我们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放到重要位置，挖掘中职语文教材中

的心理健康教育因子，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同时，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也高度契合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对于学生德育品质的

培养也有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改革以往的教育理念，

从德育这一角度入手，高效地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中职语文教

学过程中，提升语文课堂温度。

一、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学生健康人生观的养成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

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强化学生的体格，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斗志，

对于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同时，素质教育背景下，

教师也要挖掘语文教学的其他功能，变工具性为人文性，指引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也可借助经典读物熏陶学生

的心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助力学生个性发展，帮助其培养积极

健康的心态。

以《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为例，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平凡的人

的奋斗历程，全面描写了中国当代城乡人民的真实生活，抒发对

劳动人民的赞美之情，体现出面对困境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奋

斗精神。其中主人公孙少平，虽然生长在穷苦的农村，常常吃不

饱穿不暖，无法接受先进知识的熏陶，但是并没有随遇而安、自

怨自艾，始终坚持不懈的追求真理。在学生的阅读过程中，教师

可借助多媒体，给学生播放电视剧相关的片段，让学生从影视作

品中感受作品中表达的深刻思想内涵，从而使他们在学习的过程

中养成吃苦耐劳、对人真诚、积极进取等优良品质，进一步提升

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有利于帮助学生塑造坚强的意志

心理健康教育高度契合中职学生的身心发展需求，同时也能

帮助学生缓解消极情绪，避免其出现过激行为。同时，心理健康

教育也能帮助学生在绝境重生，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以往学习

过程中，一部分学生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习惯半途而废，这对

于学生今后的个人发展也有不利影响。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

结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尤为必要，通过这种方式

也能培养学生不抛弃、不放弃的品格，在文本中人物的带领下提

高自身的自制力，在恶劣的环境下调整自己的心态，建立正确的

价值观。

比如，可让学生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主要

描写新人成长历程，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优秀小说。主要赞颂保

尔在革命战争时期自强不息、意志刚强、历经磨难以及勇于跟病

魔抗争的精神品质。其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

一次，人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

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

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

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体现了保尔的生

命追求，有利于帮助学生塑造坚强的意志，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

再如，《阿甘正传》的情节主要围绕阿甘身上亲情、爱情以及友

情来展开叙述，其中主人公阿甘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道路

上，体现出坚持不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以及努力奋斗的精神。

阿甘虽然身患残疾、智力低下，但是他并没有因自身缺陷而感到

气馁，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且保持淳朴善良的品质，从而

做到了平常人们不敢想更不敢干的事情。此外，教师可建议学生

在课余时间观看《阿甘正传》的影视作品，从视觉、听觉的角度，

加深他们对阿甘身上美好精神的理解和学习。这样一来，不仅能

使学生积累作文素材，而且有助于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养成不达

目的不放弃的精神。

二、中职语文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渗透策略

（一）注重语文学习氛围的营造，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现如今，心理问题普遍影响着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作为中职

语文教师，在日常语文教学过程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

的。然而，教师要想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改善，通过简单的说

理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方法是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将心理健

康教育与传统语文知识教学相结合。在此过程中，一些教师的做

法是值得借鉴的。由于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自卑和躲避提

问的心理，因此在课堂上可以运用做游戏的方式进行随机提问，

从而锻炼学生的胆量并且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

可利用课余的时间为后进生补习功课，用和善的语气对学生的心

理问题予以关心和激励。不过，仅仅依靠教师的这种教学模式来

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是不够的，教师需要去寻找合适的教学方法，

更有效地改善学生的心理问题。

比如，在《获得教养的途径》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告

诉学生阅读经典的重要性，并让学生列举几部自己看过的书籍，

如《追风筝的人》《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等，示范讲解书

籍对自己身心发展的作用以及从中学习到哪些道理。随后，要求

学生在五分钟之内将自己看过的书籍名称写出来，并且思考从中

获得的启发。紧接着，教师可以进行随机提问，有的学生说的是

《简·爱》，那么教师就可以提问学生：“你对主人公简·爱的

生活经历有哪些感想？从中学到了什么？”随着问题的提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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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考说：“简·爱拥有坚强、朴实、刚柔并济、独立自主、积

极进取的性格。虽然她出身卑微，没有出众的相貌，但她并不以

此自卑并且从不向命运低头，最后过上了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所以在成长的道路上，不要因为我们身在弱势地位而自卑，更应

该不卑不亢地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终生。”还有的学生提到日本

作家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他这样说：“在读完这本书后，主

人公叶藏十分内向敏感，胆小懦弱的性格，为了迎合别人，宁愿

委屈自己；面对无理要求，从不果断拒绝；哪怕受到伤害，也只

会自怨自艾。从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未来，我们应怀抱温柔，成

为阳光明媚下的光明者，不忘初心，方可在今后的道路寻得更好

的自己。”除此之外，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积极向上的影视

作品，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综上所述，优秀的书籍能够

陶冶学生的情操，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保持积极进取、昂

扬向上的心态，培养学生的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通过营

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语文的学习中，能够

有效缓解学生的心理问题。

（二）渗透生活化教育因子，触动学生的心弦

中职生，一群与高考生涯失之交臂的孩子，新时代背景下，

渗透生活化教育因子能够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这种情况

下也能触动学生的心弦，引导其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我们

也要深度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子，在此基础上高效地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相关内容，高度契合学生的心理特征。以《项链》这一

内容为例，很多学生会想到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人生的是不幸的，

为了一个假的项链耗费了自己十年的光阴。一方面来看，女主人

公向朋友借项链显示了其虚荣心，但项链意外丢失，她愿意花费

自己十年的光阴赚钱买项链还给朋友，这也体现了她的诚信。虽

然她家庭条件不是很富裕，但她也尽自己的努力存钱。在此基础上，

我们也可以让学生讨论自己了解的有关诚信的案例，如曾子杀猪、

大学生拾金不昧等，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助力学生形成诚信度品格，

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三）搭建语文学习平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

要为学生搭建多个学习平台，鼓励自主学习，也可让他们以小组

形式讨论问题，促进思维共享，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助力学生个性

发展。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可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高效地渗

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内容，如与职业教育相关的主题活动“我

爱我的专业”“职业生涯设计”等，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拓展自己

的思路，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当然，我们也可开展与“红色文化”

相关的演讲活动，让学生讲述革命者的奋斗故事，激发学生心底

的热血，营造红色文化氛围。此外，我们也可让学生从职业角度

入手，探讨“如何培养工匠精神”，深入不同岗位调查，了解不

同行业工匠的特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助力学生实践能力提升，

提高学生的服务能力与综合素养。此外，教师也可以应用文写作

为主旨，为学生创设多个情境，逐步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

为了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教师还可组织学生开展辩论赛等

活动。在此过程中，教师事先确定辩论赛的论题，可以以“使用

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交流，会不会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主题。

其次，将全班学生分成两个大组，分别为正方和反方，其中正方

的论题为“沟通方式的信息化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

人们交往过程中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反方的论题为“交流方

式的信息化，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学生可通过辩论，

使自身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获得有效的提升。

（四）以优秀作品启迪学生心智，润物细无声

中职语文教材选篇精美，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对

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同时，教材中也涌现出

一系列优秀人物，他们身上有相同的品质，如同一阵风，吹进学

生的心田，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心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

们可聚焦一些重点篇目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如《劝学》，深

入理解本文的中心论点“学习不可以已”。同时，我们也可让学

生梳理学习的意义，聚焦文本的第二自然段，从多个角度入手进

行讨论，如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而利……

通过上述方式也能使学生改变自己，助力学生个性发展。再如，《礼

记》，通过这一内容引导学生了解古代先贤关于人类社会的伟大

构想。同时，学生还要深入理解“大同社会”的核心要义，领悟“天

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道理。当然，学生也可以将文

章中讲述的“大同社会”与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进行对比，

这种情况下也能助力学生个性发展。以优秀作品为引领，启迪学

生的心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拉近学生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五）渗透积极心理学内容，培养积极情绪

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新时代背景下，

我们要积极心理学放到重要位置，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挖掘其

中的积极因子，将其渗透到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

也能帮助学生培养积极的心态。中职语文教材文本品质兼美，教

学过程中，我们要挖掘语文文本中的真善美，在此基础上给予学

生正向的引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心理。以《沁园春·雪》

为例，我们可通过这一文本感受毛主席的胸怀，同时也能培养旷达、

乐观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培养伟大抱负。以《鸿门宴》为例，虽

其中刻画的刘邦虽然性格比较弱势，但其身上不乏有政治家的风

范，以柔克刚。以《岳阳楼记》为例，感受作者身上“先天下之

忧而忧，先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品格，助力学生积极情绪的培养。

综上所述，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中职语文教学能够加快语文

教育的改革，同时也能助力学生个人素养的发展。新时代背景下，

我们要改革以往的教学模式，挖掘语文教学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因

子，实现两者的高效融合。实践教学过程中，可通过语文学习氛

围的营造，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渗透生活化教育因子，触动学

生的心弦；搭建语文学习平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以优秀作品

启迪学生心智，润物细无声；渗透积极心理学内容，培养积极情绪，

多措并举，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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