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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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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有效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当今教育体系中，学生的心

理健康已成为教育者关注的焦点。鉴于初中生在身心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的多重压力，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培养其健全人格和

积极态度至关重要。因此，英语教师应超越语言知识的传授，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挖掘教材中的心理健康元素、善用

评价手段和指导学习方法等策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些策略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还可以增强他们的自我认知、

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能力，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终身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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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初中是学生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时期，学生自

我意识增强，开始身份认同探索，情绪波动大，同时面临同

伴压力和学业压力，以及网络和媒体的影响，所以很容易出

现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自我价值感低下等。《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中显示，在中学

阶段，抑郁的检出率约为 30%，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介

于 7.6%~8.6% 之间。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心理老师和班主任的工作。国家

卫生部在 2012 年底发布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南》（中

国国家标准委员会，2012）指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是学校教师综合利用心理学、教

育学等知识和方法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从而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的一种育人活动，最主要的实施途径是在各学科

教学中渗透。因此，英语教师在进行学科教学时，要自觉结

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有意识地采取多种有效策略，充分

挖掘、整合和利用学科知识，在传授知识培养学科素养的同

时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帮助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王希永，2003）。同时，英语教师要充分

尊重每个学生，让他们有积极充实的学习体验，感受到学习

的乐趣和教师的信任，健康、积极、自信、阳光地成长。

2. 学生心理健康的定义

义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前提是学生心理健康，心理韧性强，

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人终身发展。

心理健康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学生健康的心理状

态有以下特征：学生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

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

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 [1]。在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

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影响，从而使心理保持平

衡协调（张春兴，1994）。心理健康涉及到情感、心理和社

会福祉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

情绪稳定：能够体验各种情绪，但不会长时间受到负

面情绪的困扰。

自我认知：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能够评估自己和

接受自己。

应对能力：面对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有效地采取行动

解决问题。

人际关系：能够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

生活满意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和有目标。

个人成长：有自主学习的意愿和能力，能持续学习和

成长，追求个人发展。

心理健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生可能会经历不同的

心理状态，包括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的状态。心理健康问

题可能包括焦虑、抑郁、压力过大、人格障碍等，这些问题

可能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和支持。

3. 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3.1.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学生自主快乐学习

引导学生乐学善学不仅是课标的要求，也是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的重要方法。学生的身心要得到健康发展，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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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主体性要在课堂上发挥出来。教师要抛弃 “满堂灌”

的传统教学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构建平等课堂，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生学习动

机的激发贯穿与整个课堂教学，包括且不限于课堂导入、教

学的活动、方法、手段和评价。

英语教师要根据初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多设计兼具趣

味性、针对性和新颖性的导入，创设真实有趣的学习情景，

设计多感官参与的语言实践活动，通过语言感知、模仿、观

察、思考，以及小组里、班级内的交流和展示等活动，让不

同层次的学生都主动参与到课堂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

长，增强学习效能感。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还能培养学生的

沟通技巧，包括倾听、表达和理解他人的观点，有助于学生

解决冲突，减少误解，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2]。

3.2. 深度挖掘心理健康渗透点，健全学生人格

英语是社会科学类学科，在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有

独特的优势。英语教材和课外阅读材料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教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度挖掘、巧妙整合并充分利用英

语学习材料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元素，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

中在思想、情感和心理上发生良性变化。

以上教牛津版九年级上册英语为例，第四单元《Problems 

and advice》的主课文呈现了知心姐姐栏目中四个读者来信，

分别讲述了担心朋友减肥、担心因帮助路人被同伴嘲笑，戴

牙套不敢笑以及姐妹难相处的四个问题。这些都是青少年时

期典型的问题，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显性资源，是极佳的心理

渗透点。如果因为考试压力匆匆讲完课文，学生收获将非常

有限。教师可以采用读写结合的方式，让学生独立阅读后整

理表达烦恼和求助的有用短语和句型并在组内分享，然后口

头表达自己的烦恼。课后作业布置为结合组员的表达修改自

己的烦恼，写在一封信里。次日课堂上把自己的烦恼信交给

信任的同学朋友，当堂讨论并书写回信，组内分享，并每组

选出 1-2 个优秀作品做出课件在课堂上展示。这个活动持

续了几天，学生非常积极。作业多，考试压力大，每天缺觉

上课很困，父母期望太高怕让父母失望，努力学习却难以提

高……这种种问题和负面情绪平时把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

让他们感到孤单无助，甚至很多徘徊在抑郁和奔溃边缘，这

样的课堂活动中得到了表达和释放，得到了同伴的回应、鼓

励和支持，得到了老师的理解和指点。这几节课后，学生的

学习状态明显好转，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大了，因为他们

感觉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了。给学生心理解压减负，就

是给他们的学习和发展加油助力。

除了这些显性资源，还有很多隐性资源可以挖掘。教

师在分析教材语篇的时候，要从 What、 Why、How 三个角

度进行分析，其中的 Why 就要求教师分析作者的意图、情

感态度或价值取向。这时，教师要着眼于挖掘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资源。杜威认为，教师如果不被教材限制，而是“把教

材作为全部的和生长的经验中相关的因素来考虑，就能让教

材心理化”（约翰 . 杜威，2005）。英语课文中有不少是文

学作品，分析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心理，能培养学生的同理心

和情感认知能力。

如上教牛津版九年级上册英语第八单元课文是欧亨利

的《The gifts》。这是一篇关于牺牲、爱和意外结局的经典小说，

除了让学生品味到文学之美，还很适合进行人物心理分析和

主题意义探究 [3]。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仔细分析文章的动

作、语言等细节描写，揣摩分析人物的心理，并通过小组讨

论模仿，增补人物心理活动或对话，以及课堂剧表演等活动

方式，引导学生感悟到爱的重要性，理解牺牲的价值和意义，

体会到失去珍贵物品的失落感，从而教会学生如何面对生活

中的失望和挫折，以及接受生活中的不可预见性，并从中寻

找积极的一面。

此外，英语教学中常常包含对文本的分析和讨论，这

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他们形成独立思考的

习惯，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复杂问题。

3.3. 善用评价手段，增加学习效能感

英语教学中的评价手段贯穿英语课程教与学的全过程，

包括课堂评价、作业评价、单元评价和期末评价等。教师要

综合灵活运用各种评价手段，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自己和发现

自己，提升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能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

生积极影响。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方法：

1. 坚持正面反馈，提供积极、建设性的反馈可以增强

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使用鼓励性的语言，强调学生

的 进 步 和 优 点。“Good job.”、“Great ！ You are making 

progress.”、“Nice try. 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这些正

面反馈看似简单，日积月累下来能潜移默化地促进学生心理

健康 [4]。

2. 科学精简布置作业。作业评价是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和学生幸福感息息相关的一环。作业量大导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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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没有自主吸收消化的时间，而且睡眠不足影响身心健康。

作业机械重复、形式单一导致学生怕做作业、作业质量不高。

为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业水平，教师可以通过谈话、问卷

等方式了解分析学生对作业的意见和期望，有针对性地调整

作业布置。要科学布置作业，把握好作业的内容、难度和数

量，多布置一些形式多样新颖走心、和学生生活有关联的作

业，如角色扮演、故事创编、调研采访、海报制作、戏剧表演、

课外阅读等。这些作业能让学生有新鲜感，提高学习兴趣，

增强学习动机，也符合英语习得的规律，能提升学生的语言

素养。 

3. 引导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体，帮助学生开展自我评价和

相互评价，主动反思和评价自我表现，并在同伴的相互评价

中扬长补短，更好地规划下一步学习。通过同伴评价，学生

学习如何给予和接受反馈，同时培养团队合作和社交技能。

教师也要充分关注并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持续发展，及时肯

定表扬学生的进步，用关爱信任的发展眼光看待学生的学习

情况。对于英语能力较弱的学生，主要关注他们的努力程度、

学习态度，及时肯定他们取得的付出和努力，同时给他们学

法指导，有进步及时充分表扬。

4. 时刻关注评价对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影响。学生的心

理状态很多程度上受评价的影响，所以教师要采取透明的评

价标准，清晰地向学生解释评价标准和过程，减少不确定性

和焦虑。在评价过程中展现尊重和同理心，理解学生可能面

临的压力和挑战，避免将学生之间的比较作为评价的主要手

段，以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教师还要持续观察学生的

情感反应，确保评价活动不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

响。对没有获得预期评价的学生，要及时地提供心理支持和

帮助，如安抚情绪，设定下一阶段的目标和计划，并提供辅

导、学习策略等。对获得成就的，要及时庆祝，给学生满满

的仪式感，这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学习环境和增强学生的自我

价值感。

3.4. 指导学习方法，助学生善学和终身学习

个人成长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心理健康的学

生要有能力自主学习，进而终身学习，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环境，成就个人发展。这离不开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英语是一门外语，很多学生英语努力苦读还学不好，是因为

找到没有适合自己的科学学习方法。教师在日常英语教学

中，要有机融入对学习方法的指导。如在初一刚入学时，就

要教国际音标，渗透发音规律，指导学生运用拼读规则记忆

单词；每天坚持自主进行课外阅读和英语听读活动。在学生

问生词时，不要直接告诉学生意思，而是引导学生查词典。

通过布置预习复习作业，引导学生养成预习复习的习惯，并

借助思维导图等及时梳理和归纳所学知识。在进行学法指导

时，还要关注到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他们的独特性，

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充满支持和理解的学习环境。

结语

英语教师，作为语言学习的引导者，有责任在日常教

学中整合和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本文提出的策略，如深度挖

掘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元素、善用评价手段以增加学习效

能感、指导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等，均为英语教学中实

现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提供了具体可行的路径。这些策略不仅

有助于学生在英语学习上取得进步，更能促进了学生的心理

健康和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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