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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历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 

摘要：在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处处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不仅要有现代的文

化科技，强壮的身体，更需要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高中时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

重要阶段，也是心理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面对巨大的学习压力，他们往往会

出现各种的心理问题，这时更需要教师进行及时的引导。学科教育渗透心理健康

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高中历史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既

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向，又能满足现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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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

识和认识的堆积。”因此，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教育是心灵的教育，是人本的教育，抓住

了学生的心灵，教育就成功了一半。这就要求教师在历史学科教学中除了要体现

学科知识的特点，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分析概括能力外，还要关注每

一位学生的情绪、情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只有这样，学

生在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中人格才能够逐渐健全与发展完善起来，从而使学生得

到充分、和谐的发展，培养出创造性的心理健康的人才。因此，中学历史学科的

特色决定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一阶段的学生思维能力发展迅速，对社

会的各种新信息、新知识、新事物都比较容易接受，但在接受事又往往良莠不分，

缺少一套系统的价值判断标准，甚至对错误的信息、事物或行为津津乐道，是非

观念模糊。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就要不断的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

去年中国政府免除非洲债务累计 109亿这件事上，当时网上很多负面的评论，很

多人认为很多中国人还处在贫困状态下，为什么要免除别的国家的债务而不把这

些钱用来改善国内民生问题，很多学生从网上看到这些信息后也对国家的这些政

策抱有微词。这时候，在历史《开创外交新局面》这一课中，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告诉学生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曾给予过我们国家帮

助，让学生理解政府对非洲国家免除的这些债务既是互惠互利的，也能体现中国

作为世界大国所承担的责任。引导学生在接受信息的时候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

人与亦云，更不要事事都往消极的方向思考，要多往积极乐观的方向思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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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大及小延伸到同学与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和善友好，共同建立一个团

结友爱的班集体。 

高中阶段的学生一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考大学，所以他们往往都

会暗下决心好好学习，也有的学生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但由于对学科缺乏兴

趣并且意志力比较薄弱，往往不能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

师可以运用多种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如结合历史教科书中故事、情景、

图文等等，在课堂中使用生动、活泼、形象、幽默的语言，使历史知识鲜活起来，

在学生面前描绘出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卷。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充满热情、积

极探究，不断获取知识和发展智力，并且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力和特长，增强他们

对生活的热爱，培养他们的学习的意志力，提高抗挫折能力，为其主动适应未来

社会打好基础。例如在学习《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这一单元时，可以

提前给学生们播放纪录片《复兴之路》，让他们先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个大致的

了解，然后上课时在做详细的探究。这样，在学习到具体知识时就可以和之前看

的影片联系起来，学生也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就是这样的”。

通过这样的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学习的动力，也就有了坚持

学习的意志力。能够把知识学会，成绩提高，对自己就会更加自信，对待生活也

就更加乐观。 

生活中，一次测试的失败可能就会让学生沮丧、自我否定，从而对学习、对

生活失去信心，甚至自暴自弃，出现种种心理问题。那么在教学中，教师就需要

精心挖掘历史素材，用丰富的史实、众多名人伟人的嘉言懿行来滋润学生心田，

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例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从未被挫折摧

垮，而是愈挫愈勇，奋发图强、奋勇前进的精神；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在中国

民主革命道路上越挫越勇，不言放弃的精神。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人物都具有优良

的品质，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孟子，"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样，"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等，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让学生从内心迸发出对这些人物由衷的钦佩，产生对真善美高尚情操的向往和追

求。这些都是培养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好素材，也可以在课堂上设置一些活动，

如讲历史故事、评价历史人物等。让学生在活动中真正认识体会到“失败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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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母”，学会接受失败，正确的对待挫折，学会控制自己，完善性格，形成健康

心理品质，为社会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有用之才。 

另外，良好的课堂氛围，也是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快乐、轻松、

愉悦的气氛中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产生较强的记忆力，而且还能活跃学生的思

维，发挥潜在智力，从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

学生是我们的朋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把学生当成朋友，让学生感到自己是

被尊敬的，被关爱的，让他们在一种轻松、融洽、温暖、合作的课堂气氛中与老

师和同学共同探讨知识，让他们保持对学习参与的积极态度。教师如果过于严厉

和死板，就会让学生有种疏远他们、俯视他们、轻视他们错觉，那么就会在师生

之间形成一种很深的隔阂，这种隔阂一旦产生，就会影响到课堂气氛，也更容易

引起多数学生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这样不仅影响了知识的学习，更影响了学生健

康心理的发展。课堂中教师不要吝啬对的表扬、鼓励，“我们要把大拇指顶起来”。

分数并不能完全的代表学生，不要只表扬优秀生，对差生也要不断鼓励。堂上积

极回答问题，成绩有一点进步，教师都要给予肯定的评价。设置一些简单的问题

让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回答，慢慢培养他们的信心，及时给予鼓励是他们更

主动自觉地追求进步。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它不能仅仅依靠学生的自我调

节，也不能全部依赖于心理健康教师对学生的引导，更要把心理健康教育渗入到

学生的每一节课，这是每一位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首先要系统地

学习心理学知识，然后在教学中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培养学生对学习的浓

厚兴趣，维护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不仅让他们在高中的学习和生活阶段学会

坚持、乐观，更让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都能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健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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