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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使得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日渐提升,同时促进了“五育并

举”教育理念的持续深入。文章概述了“五育融合”的基本理念,概述了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

结合“五育融合”理念探索了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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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simultaneous educ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continues to deepe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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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正是处于认知观、学习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

重要阶段,如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问题,势必会导致心理

调节和情绪调节的不平衡,导致消极的心理问题产生,从而导致

重大的心理健康问题。 

“五育融合”是一种新的德育思想和教学思想,它使“德,

智,体,美,劳”五者有机统一。这五个维度相互渗透,形成了一

种全新的初中生的精神健康教育方式。 

1 实施“五育融合”教育的指导思想 

“五育融合”是“育人假设”中的一种,它预设人的成长发

展,不仅是全面发展,更是融合发展。 

只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充分调动其学习潜力、道德修养

和综合素质,与“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德育先行”等教学

思想相适应[1]。 

在“五育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初中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融“德

育”、“智力教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于一体,形成

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和教学体制,确保了初中生的精神素质教

育过程的系统化、综合化,从而实现持续、高品质的精神教育[2]。 

在“五育融合”的背景下,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进程中,

通过将心理健康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确保其在教育教学层

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一致性,从而提升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 

2 当前我国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 

大部分的初中生都处在青少年发展阶段,是一个人身心发

展的关键阶段。然而,大多数的初中生在青少年时期经常会遇到

心理认知与心理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也就是,他们的身心发

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心理认知发展,这就导致了一些初中学

生产生了心理认知上的困惑、负面情绪无法调节、青春期困惑

等问题。 

由于长期的教育教学理念的制约,目前还有一些老师把心

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和班级管理混淆起来,导致心理教育工作

缺少系统化、专业化和综合性,大多数的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在进

行过程中,都只停留在表层层面上。而在“双减”的推进下,大

多数学生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学习”和“考试”上,而忽略了自

己的精神卫生。因此,许多初中生缺乏对其精神卫生知识的了解,

还没有弄清楚其对他们每天的学习和生活的重要性,致使其在

初中的精神教育和思想辅导工作中遇到了困难。 

3 以“五育融合”为指导思想指导初中生思想政治

工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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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道德教育中实施精神卫生教育 

德心合一,形成完善的个性。学校实行德育与心育相结合,

以心育为德育的有效实施,以心育为保障,德育以心育为培养,

两者在教学的内容与方式上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相互融合。 

(1)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灵教育互相结合,促进了初中生内在

的动力。班主任主要是对学生进行“身份”、“韧性”和“责任

性”的教学。 

(2)将思想教育的内涵渗透到道德教育的实践中,促进学生

的“知行合一”。在志愿服务岗和个性化社团活动等方面,使德

育与育人有机结合,建立师生和谐的师生关系。 

(3)在“关心每位学生的精神卫生”这一层次上,班主任是

“关心每位学生的精神卫生”这一层次上最重要的执行者,可以

将学生介绍给心育老师。通过与学校道德教师一起决定,以班级

为单位,对班级进行心理健康工作的讨论与训练,探讨以德养

心、以心育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以德养心、以心育德”的学

生教育。 

(4)以“心灵教育”为载体,促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

发展,为初中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已开发出“育心

育德”系列课程,家校合作“育材坊”校本课程,《家庭教育故

事汇编》等[3]。道德教育是对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一种方式,注重

学科道德建设,加强实践性教学,将知识的传授与“三观”的培

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初中生树立起自己的理想信仰,对自己的

价值进行思考,从而增强自己的学习兴趣,增强自己的学习动机,

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更好地发展。 

3.2将智能教学与精神卫生教育结合起来 

将“最优班级精神环境”的观念贯穿于整个班级,落实课程

一体化思维,使之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的目的。学业负担过重,

对学生的身体和心理都有损害。老师们把任务的难易程度分成

阶梯状,确保全体同学的积极参加,并减少他们的家庭作业。 

另外,还对课程的内容进行了优化,精简了重复的内容,突

出了对知识点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

生的实际应用技能。在课程的教学中,老师也要注意对心理的了

解,保持他们的心理卫生,使他们在诗歌和故事的欣赏中,体会

到人文情感,提高欣赏的水平。通过实验、调研,提高学生的协

作意识,提高科研水平,将“心理矛盾防范”、“消极情感调节”、

“自我定位”、“自我评价”等心理卫生知识、心理学理论知识

的传播与智能教学相结合,对初中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有效的

干预[4]。 

3.3将精神卫生知识与体育运动相结合 

学校德育中心与体育部协作,通过开展“身心锻炼”和“身

体锻炼”的方式,研发和设计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精神教育”

“心理拓展大赛”,探讨“阳光运动”与“阳光之心”的融合。

由学生自己组织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更好地通过体育活动来缓

解他们精神上的紧张情绪,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既可以缓解身体和精神上的紧张,又可

以精通1-2种运动技巧,更好地运用身体的优势,在每天的生活

中主动迎接挑战。此外,运动技术也为同学带来了很多乐趣,使

他们既得到了运动的乐趣,又得到了精神上的快乐。 

另外,学校还通过开展趣味运动会、篮球对抗赛、啦啦操比

赛等各种形式的比赛,让同学们有充分的展现自己的才能,展现

自己的才华,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每位同学都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从中发现自己的

近期发展空间,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通过开展“体育少年”、“篮球之星”等活动,让每个同学都

有机会发现自己的闪光点。 

3.4在审美教育中渗透精神卫生 

(1)利用“表现的艺术性”进行心理教育。通过对高校进行

的“表情疗法在中考前小组指导中的运用”项目进行了研究。

例如,春季,紫藤怒放,同学们在充满芬芳的紫藤下作画；国庆期

间,同学们高唱国歌,为祖国庆生；在这一天,同学们用自己收集

到的废旧物品做了很多有创意的东西,布置在了课堂上。 

(2)发掘校园德育在校园内外的德育作用。在教学中,心灵

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以美立德用审美之心”校外课堂

和“戏剧进校园”、“学生集体绘画创作”等心育美育相结合的

活动,通过绘画、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非语言载体,指导学

生在创造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表现自己,将被压制的情绪体

验解放出来,接受和整合经验,发现自己的动力,从而推动个体

精神的发展。 

(3)美术老师可以挑选一些积极正面的,注重刻画著名艺术

家的励志生活的美术作品,比如《梵高:画语人生》、《戴珍珠耳

环的少女》、《草间弥生之最爱》《花落花开》,这些都是对孩子

们进行美术教育的同时,也可以消除他们的思想上的一些阻碍,

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无限的力量。 

3.5将精神卫生教育与工作教学结合起来 

(1)将创造性思维与实际操作有机地融合,提高了创造性工

作中的责任心。在劳动育人方面,学校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人

格与能力,营造“大实验室”环境下的科技教育园区,开展 STEM

课程、人工智能课程、科技节等活动,帮助同学在经历中提高创

意能力。 

(2)把个体发展和社会了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的

责任感。该学院还设置了一门融合了个体发展和社会了解的职

业发展思想教育课程,并举办了《人工智能时期对劳动的新认

识》这一系列的心理学主题班会,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邀请优秀

校友到我校进行专题演讲及周年活动,培养有道德情操、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的追梦人。 

(3)将“劳动知识的传播”、“劳动技能的传授”、“劳动理念

的建立”等内容纳入到实践教学之中,通过劳动教育,指导中学

生“自觉劳动”、“积极劳动”、“主动劳动”,从而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5]。 

例如,教师在进行“家庭烹饪”、“洗菜择菜”、“凉菜拼盘”

等劳动教学中,通过标准化的“烹饪技巧”、“择菜方式”、“洗菜

方式”、“拼盘技能”等方法,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与劳动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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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提高了自己的劳动能力,培养了自己的自信心,学习的自

信心,劳动能力,个人的精神品质也得到了提高。 

五育应实现有机融合,深入挖掘五育中的心育元素,将科学

的心理学技术方法融入五育之中,以提升五育的整体效率。在

“德心”融合中,应着重强化学生的内在道德修养；在“智心”

融合中,应着重提升学生的知识驱动力；在“体心”融合中,

应着重增强学生的体魄抗逆力；在“美心”融合中,应着重培

养学生的审美悦纳力；在“劳心”融合中,应着重塑造学生的

责任担当力。这一举措旨在培养具备家国情怀、科学精神、

强健体魄、美学素养,并能够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全面发展的新

时代青年。 

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特别是对于学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而言,更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的系统性工程。

因此,我们必须整合资源,促进多方联动,构建涵盖家庭、学校、

社会、医疗、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工作机制,实现上下贯通、

左右联动、整体发力。同时,我们需全周期、全过程、全方位地

协同呵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坚持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并举”的

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心理活动的吸引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

覆盖面、深度和影响力。我们要共同织密学生身心健康的“安

全网”。 

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深化育人模式改革,拓宽渠道,

完善机制,创新方法,确保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

各方面、各环节。我们应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实现彼此依存、

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互补效应和累加效应,实现“1+1>2”

的整体育人效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栋梁之才,提高心理育人的水平和实效,为每一名学生的终身幸

福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束语 

在“五育融合”的思想指导下,根据初中生的心理特点,对

他们进行心理素质的培养,确保他们的思想品德素质、智力素

质、体育素质、劳动素质和审美能力都得到了提升。“五育”相

结合,能为初中生的健康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与

气氛,对培养具有理想、有能力、有责任的现代新人起到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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