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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个人整体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

任。学校教育是基础，校园文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起着促进作用，那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才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中职校为例，从学科教学、

教师示范、校园课余文化建设、校园物质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六个方面来阐述如何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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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以中职校为例

文/文肇

一、心理健康教育

（一）中职生的心理健康

人的健康分为身体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

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指人的心理在认知、情感、

行为之间的协调，心理内容与客观世界的统一，个体

与社会环境的相适应，人格的健全和发展。而中职生

的心理健康主要体现在自我认识、人际关系、情绪情

感、社会适应几方面。

（二）影响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影响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家

庭因素、社会文化。其中家庭因素体现在：（1）家庭

结构：单亲家庭，留守儿童；（2）教养方式：溺爱、

压制、过于严厉、忽视等。其中社会文化体现在：

（1）学校教育；（2）教师教育态度；（3）师生关

系。

二、校园文化建设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人的心理构成一个系统，人的心理环境由心理

内环境和心理外环境构成。人的心理环境受多种外在

因素刺激和影响，形成统一性震荡从而达到内外平

衡。校园是进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场所，校园

文化作为隐性课程的一部分，具有弥散性、渗透性、

暗示性的潜在影响。学校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释放

大量信息给学生，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会扰动整个

心理系统，而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心理教

育氛围，不断激发学生或大或小的心理震荡。因此，

校园文化促进学生的心理变化和发展，因而加强校园

文化建设，优化文化环境，对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具有深远的意义。校园文化创造独特的场所和氛围，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拓展学生的视野，陶冶学生的

情操，影响潜移默化。校园文化引导学生正确的思想

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使其能够适应社会主

流，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过程，提升其社会适应力。在

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作为一种群体文化，寻找群

体共同价值观，使学生更具群体归属感。如在处理校

园欺凌时，学校可采取以下干预措施：以团体心理辅

导活动为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形式的团体活动，能够

有效改善校园欺负行为现状、提升青少年校园受欺负

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三、校园文化建设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

（一）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学科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也是心理健康

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如心理健康素质教育课或各科

目课程，教师可以通过寻找学科教学内容中的契机，

把握教学的最佳时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在

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情感，良好的意志、性格

等，减少学科教学对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在教师示范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从静态来看,教师的示范渗透是通过其人格特征来

实现的。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展示自身

良好的人格特征，如:自信自尊,宽容友善，有较强的

承受挫折能力等,来为学生树立效仿的榜样。从动态来

看,教师的示范渗透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来实现

的。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应友善对待每一位学生，

尊重、宽容学生，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在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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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交往中处处表现出和善宽容、豁达大度。这种民

主平等的互动交往及真诚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人

际交往的范例。

（三）在校园课余文化建设方面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1.在活动目标上渗透

要注意活动目标设计的整体性和层次性，传统的

文化建设目标以娱乐为主,只注重形式和过程，而不关

注学生在文体活动中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即忽视

学生的心理需要和人格发展；而心理健康教育背景下

的学校文化建设目标设计，需要考虑情意目标和行为

目标，把追求竞技过程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相

统一，达到竞技、情感、行为目标的有机统一，以促

进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2.在活动内容上渗透

在文体活动、环境布建、体育竞技、艺术类课程

中，虽然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认知内容，但蕴含着十

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教师在组织过程中，应

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基础，挖掘隐藏在文体活

动中可利用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顺其自然”地加

以渗透，应避免为完成某种任务而强行渗透。例如，

在竞技类比赛中，没有拿到名次垂头丧气，我们可以

利用这种时机对他们进行“凡事勿求十全十美”思想

的教育，追求完美是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但过分追求

完美容易使人遭受挫折和压力，容易导致心理能力的

削弱，影响学生自身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3.在活动方法和手段上渗透

文化建设方法和手段运用得当，能有效激发学生

的参与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为此，教师应努力建构

充满张力的活动体系，以开放、一张一驰、创造性的

活动模式，使原来机械、沉闷和程序化，缺乏生气和

乐趣、缺乏对智慧挑战和对好奇心刺激的封闭思维，

变为双方生命力在活动开展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彰显，

促进学生在合作中、自主中、探究中表现自己。

4.增加校园文化活动的吸引力

校园活动单调、枯燥，校园文化缺乏吸引力，

会严重影响校园文化心理功能的发挥。增强校园文化

活动吸引力，要不断深化校园文化实践，开展丰富多

彩、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诸如加强心理情景剧在校

园文化活动中的应用等。组织开展与心理健康教育内

容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在活动中普及心理健康

知识，提供多种心理服务渠道，促进学生增强心理保

健意识，提高学生应对心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以此

拓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和受众面。

（四）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方面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营造优美的校园物质环境，促进学生的心理成

长校园的物质环境文化包括校园的自然环境、结构布

局、校园绿化、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校园宣传等。

校园的物质环境是学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是学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场所，它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无时无刻

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牵

动着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调查表明，优美、高雅、整

洁、愉悦的物质环境会使学生感到身心舒畅，觉得充

满希望和正能量。反之，局促、破旧、脏乱的物质环

境则会使学生感到烦闷、抑郁，觉得悲观和失望。我

们常常说的“触景生情”正是校园物质环境蕴含心理

健康教育价值的体现。因此，为了学生心理的健康成

长，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环境在育人方面的功效，高度

注重校园物质环境的建设。在做好校园的美化、净化

和绿化工作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校园宣传板报、标

语的作用，注重班级和宿舍文化环境的建设。无不给

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使学生浸润

在丰富的校园环境文化中，得到春风化雨般的滋养，

促进学生情感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五）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校园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

括学生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及职业规范等。合理健

全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和人格修养具有引导

和规范作用，它是形成良好的学风、班风、校风的基

础，也是完善学生人格的基本保证。学校的规章制度

使学生明确自己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引导学

生摒弃自己的不良习惯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激发

学生积极向上的动力。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学生

管理制度、条例、规定等，增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强化制度管理，充分发挥校园制度文化的导向功能和

育人功能。

（六）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校园精神文化是全体师生在长期的学校教育教

学活动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一种群体心理倾

向和精神追求，它是高校的灵魂。高校要积极营造健

康、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文化，建设良好的校

风、班风和学风，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

动，充实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心身的健康发

展。良好的校风、班风和学风能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能

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和温暖，容易产生认同感、安全

感、归属感和满足感。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

填补学生的课余时间，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学生

在活动中不仅交流了感情，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表达能

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好人际关系，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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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学生一种认知观念的生成、完善和升华，

应该成为课堂的本质特征。在求知的过程中，学生

若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与老师和同学思维上的碰

撞，也就没有让自己的见解进一步完善和升华，更不

会有对学习方法和规律的感悟了。为此，在课堂上要

突出节约性、生成性、建构性、大容量、快节奏、全

员性等操作性目标，关注教学策略是否有助于学生个

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和学习策略的建构，培养学生的

学习方法、归纳能力与个性见解。努力通过对每一个

问题的解决过程，培养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

哪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可贵的，然后引导学生通过

验证，或完善或推翻自己的错误、或形成自己新的正

确的见解，如此循环往复，逐步造就学生强大的头

脑，形成终身学习所提倡的“会学”的智慧人格。一

句话，学会不是目的，“会学”才是学习目标的深层

表征，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获取探索更新知识的

方法、手段和智慧，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这是构

建高效课堂成功的关键。

总之，真正高效的课堂是建立在关注学情，关注

学生的生命价值、情感激励和方法建构的基础之上，

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和高度达成。我们的高效课

堂建设，就是这样，既注重学生“最近发展区”的现

实提高，也着眼学生的心灵唤醒和智慧提升，引导学

生生成终身学习所提倡的“会学”的智慧人格，促进

学生的自主发展和持续成长，实现生命增值和真实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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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学生

面临着学习、生活、情感、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如

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和缓解，很容易产生更加严重

的心理问题。校园文化活动能够使学生的心身得到放

松，压力得到缓解。学生经常性参与到学校的各种文

化活动中，在活动中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合

作，不仅拓展了知识面，锻炼了意志，无形中接受到

积极上进的思想教育或者心灵的体会和感悟，而且能

够通过参与活动更多地发现自身的不足，明确努力的

方向，更加全面地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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