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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

受到重视,且青少年学生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不仅为学生未来的社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

础,还对其心理健康和综合素质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何在教育心理学视角下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

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学生心理特点分析入手,探讨如何在教育心理学视角下构建有效

的学生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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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talent is 

also constantly increas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 increasingly valued. High 

school, as a crucial learning stage in students' lives, not only lays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social work, but also plays a key role in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student managemen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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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成为了社会的重要支柱。青少年阶段基于教

育心理学视角的学习,不仅承载着学生知识积累的重要任务,还

对其心理健康、人格形成及综合素质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面对日益繁重的学业压力、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体

间的显著差异,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的教育需

求。教育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专注于研究教育过

程中的学生心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科学

的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将教育心理学应用于学生管理之中,

能够更好地理解学生的需求与困惑,解决学生面临的心理问题,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生管理模式探

索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教育心理学在学生管理中的作用 

教育心理学为学生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通

过深入了解学生心理特点,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生管理模式是一种将学生管理工作与教

育心理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这种管理模式强调在教育过程

中,教师应充分理解和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原理,以更科学、更

有效的方式管理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了解学生心理

特征：教育心理学能够帮助教师和管理者深入了解学生的认

知发展水平、情绪状态、学习动机等因素,为制定合理的管理

策略提供依据。改善师生关系：通过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可以

增强师生间的沟通与理解,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教育效

果。促进个性化教育：针对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采取差异化

的教育方法,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心

理学强调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

我观念,提高抗压能力。 

2 教育心理学视角下的学生管理策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变革,学生管理工作面

临着新的挑战。传统的学生管理模式往往侧重于行为规范和纪

律约束,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需求和个人成长。学生的心理特点

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话题,因学生所处的年龄段、成长环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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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生管理模式是适应

现代教育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学习和应用

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

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1尊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1)深入理解与评估：在教育过程中,每位学生都是独一无

二的个体,他们的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以及家庭背景

都各不相同。因此,教师需要首先通过观察、交流、测试等多种

方式,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2]。这包括评估学生的

学习风格(如视觉型、听觉型或动手型)、认知发展水平、情感

需求以及社交能力等。(2)个性化教学计划：基于对学生个体差

异的深入理解,教师应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这意味着在教学

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等方面都要考虑到学生的不同需求。

例如,对于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具挑战性的学习材

料；而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则需要更多的个别辅导和支持。此

外,教师还可以采用分层教学策略,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在适

合自己的层次上得到发展。 

2.2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①情感投入与沟通；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在情感投入和有

效沟通的基础上。教师应主动与学生建立联系,关心他们的学

习、生活和情感状态。通过倾听学生的心声、理解他们的困惑、

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教师可以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这种

亲密的师生关系有助于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学生

更加愿意投入学习。②共同活动与团队建设；为了加深师生之

间的情感联系,教师可以组织各种共同活动,如团队游戏、户外

拓展、文化沙龙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释放压力、增

强心理韧性,还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培养学生的团队

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3]。同时,通过共同参与活动,教师还能

更直观地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为因材施教提供更

加有力的依据。③情感支持与鼓励；在学生遇到困难或挫折时,

教师应及时给予情感支持和鼓励。通过肯定学生的努力和进步、

提供具体的帮助和建议、鼓励他们勇敢面对挑战等方式,教师可

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和积极的心态。这种情感支持对于学生

的心理健康和成长至关重要。 

2.3避免心理效应的负面影响 

首先,防止破窗效应。在班级管理中,教师应时刻警惕破窗

效应的发生。一旦发现学生的不良行为或违规现象,应立即采

取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防止其蔓延成风。同时,教师还应通

过树立正面榜样、强化班级纪律等方式,营造一个积极向上、

风清气正的班级氛围。其次,避免刻板效应。刻板效应是教师

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误区。为了避免这种效应的影响,教师应

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每一位学生,不以固定印象或偏见来评价

他们。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成长变化,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的

进步和潜力。同时,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特长,

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展示平台。再次,利用霍桑效应。霍桑效

应揭示了关注与期望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在教育管理中,

教师可以通过提供表达渠道和方式、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肯

定他们的努力和成就等方式来利用霍桑效应。这样不仅可以让

学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和重要性,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

力和创造力。 

2.4巧用皮格马利翁效应 

其一,积极期望与肯定。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积极的

期望和肯定能够激发个体的潜能和动力。在教育管理中,教师应

充分利用这一效应,通过对学生表达积极的期望和肯定来激发

他们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教师可以关注学生的优点和长处,

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同时,还可以为学生设定合理的目标并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引导他们逐步实现自我超越。 

其二,激发内在动机。除了外在的期望和肯定外,教师还应

关注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这包括帮助学生认识到学习的意义

和价值、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学

习任务等方式。通过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教师可以使他们更加

主动地投入学习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其三,持续关注与反馈。皮

格马利翁效应的实现需要教师的持续关注和反馈。教师应定期

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展和心理状态；同时,

还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通过持

续的关注和反馈,教师可以帮助学生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动

力,不断实现自我提升和发展。 

3 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生管理模式 

教育心理学视角下的学生管理策略强调尊重个体差异、建

立良好师生关系、避免心理效应的负面影响以及巧用心理效

应促进管理效果。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遵循尊重性、发展性、

科学性、情感性和参与性等原则,围绕需求分析、策略制定、

实施执行、效果评估和持续改进等思路展开工作。通过重点

关注个体差异的尊重与因材施教、师生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心理效应的避免与利用以及积极期望的传递与内在动机的激

发等方面,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管理的效果和质量,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3.1学校层面 

一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力度。学校应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要性,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教学规

划中,并加大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例如,建立心理健康小组,

聘请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定期进行授课；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

档案,记录日常心理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便于教师及时进行针对

性的开导。二要完善心理健康管理制度。学校应筹备建立心理

健康管理制度和方案,尽量保证方案及制度能够被广大学生群

体主动接受并执行。例如,建立奖励制度,推动学生相互竞争、

相互激励；完善心理危机处理机制,在班级中设置心理健康委员,

随时掌握班级内部的心理健康情况,一旦出现心理危机现象,及

时上报学校并采取相应解决措施。 

3.2教师层面 

第一,提升教育心理学素养。教师应持续提升自身的教育心

理学素养,这不仅是专业素养的体现,更是有效管理学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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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通过参加专业培训、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章、与同行交流等

方式,教师可以不断深化对教育心理学理论的理解,掌握更多实

用的心理学技巧。这些知识和技巧将帮助教师更好地洞察学生

的内心世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第二,注重学生心

理需求的满足。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心理需求的满足对于学

习效果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教师应积极倾听学生的声音,关注

他们的情感变化,了解他们的学习困惑和生活难题。在此基础上,

教师应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满足学生的探知需求和自

我实现需求。例如,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展

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 

3.3学生层面 

(1)正确认识自我;学生层面的自我管理,首要的是正确认

识自我。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自我认知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他们

需要学会客观地审视自己的优点与不足,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

和价值观。通过自我反思、与他人的比较以及参与各类活动,

学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定位,从而制定符合自身特点

的学习和生活计划。(2)设定合理目标；在正确认识自我的基础

上,学生应设定合理的学习和生活目标。这些目标应具有可达成

性、具体性和时限性,以便学生能够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并在

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保持动力和积极性。同时,学生还应学会将大

目标分解为小目标,逐步完成,避免因为目标过于遥远而产生挫

败感。(3)培养时间管理能力；时间管理是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

方面。学生应学会合理规划时间,将学习任务、休息时间和娱乐

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平衡。可以使用

时间管理工具,如日程表、待办事项清单等,帮助自己更好地掌

握时间。 

3.4家校合作共育 

在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生管理模式中,家校合作共育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成长和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共同

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综合素质发展。(1)建立家校沟通机制。

学校应建立定期的家校沟通机制,如家长会、家访等,及时了解

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和心理状况。同时,家长也应积极参与学校

的各项活动,与教师保持密切联系,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努力。(2)

共同参与学生管理。家长和教师应共同参与学生的管理工作,

形成教育合力。家长可以协助教师监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教师可以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表现,

共同商讨教育策略。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

全面、细致的教育管理。(3)营造良好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

子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家长应努力营造温馨、和谐、积极

向上的家庭氛围,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同时,家长

还应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作用,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

德观。 

4 结论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生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

成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学生管

理模式是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通过深入分析学

生的心理特点,结合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可以构建出

更加科学、有效、人性化的学生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还能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

和全面发展。因此,应积极推广和应用这一模式,为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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