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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心理教育渗透的实践探索

李文彦Ǔ江改霞
涉县更乐镇中心校Ǔ河北Ǔ邯郸Ǔ056400

摘Ȟ要：小学语文教学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学习，更是学生心灵成长的沃土。班主任在此过程中，巧妙融入心理教

育，通过课文解读、角色扮演、情感交流等多元方式，引导学生建立自信、学会共情、勇敢面对挑战。实践表明，这

种渗透式心理教育显著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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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心理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灵魂人物，

其心理教育的理论基础深植于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儿童

发展理论之中，基于人本主义教育观，班主任应尊重

每位学生的独特性，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与个体差异，

通过语文这一富含人文情感的学科，激发学生的内在学

习动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借鉴认知发展理论，班主任

认识到小学阶段是学生认知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期，在

语文教学中，通过设计启发式问题、引导探究式学习，

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同时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一过程中也无形中增强了学生的心理韧

性。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观察与模仿的重要性，班主任应

成为学生的良好榜样，展现积极向上的心态与行为，同时

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与支持，营造温馨和谐的班级氛

围，让学生在正面的社会互动中学会合作、理解与尊重，

促进其社会情感的发展。结合心理健康教育原理，班主任

需具备基本的心理识别与干预能力，及时发现并解决学

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心理困扰，如焦虑、自卑等，

通过个别谈话、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其健康成长。

2��心理教育在小学生发展中的价值

心理教育在小学生发展中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

是知识传授的补充，更是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基

石。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世界正逐步构建，他们

开始形成对自我、他人及世界的认知。心理教育通过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增强自信心，培养情绪管理能力

和社交技巧，为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心理教育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我认知，它鼓励学生探索自己的兴

趣、优势和潜能，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从而

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坚韧不拔[1]。心理教育促进了学生的情

绪管理能力，小学生正处于情感波动较大的时期，心理

教育教会他们如何识别、表达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减少

负面情绪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提升幸福感。心理教育

在培养社交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团队合作、

角色扮演等活动，学生学会倾听、尊重他人意见，培养

同理心和合作精神，为未来的社会交往打下良好基础。

3��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心理教育渗透的现状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心理教育的渗透现状呈

现出日益重视与积极探索的态势，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与不足。一方面，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进步，越来越

多的班主任认识到心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开始尝试将心理教育融入日常语文教学之中。他们通过

课文解读、情境创设、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手段，不仅

传授知识，更注重引导学生感悟文本背后的情感与价值

观，培养学生的同理心、责任感等心理素质，班主任还

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及时给予鼓励、支持和帮助，努

力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另一方

面，尽管班主任在心理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实

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部分班主任对心理教

育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心理教育知识和技能；

有些班主任在语文教学中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了

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关注和引导；还有一些班主任在面对

学生心理问题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法，难以给

予学生及时、有效的帮助。

4��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心理教育渗透的策略

4.1  提升班主任的心理教育素养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班主任作为心理教育的关键角

色，其心理教育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心理教育效果的

达成。为了有效提升班主任的心理教育素养，学校应

采取一系列措施，定期组织专业的心理教育培训是必不

可少的，这些培训应涵盖儿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心理

评估与干预技术、情绪管理策略等核心内容，帮助班主

任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互

动式学习方式，让班主任在模拟情境中实践心理教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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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增强其实际操作能力。鼓励班主任进行持续性的自

我学习与反思也是提升心理教育素养的重要途径，班主

任应主动阅读心理学相关书籍、期刊，关注心理教育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通过撰写教学日志、参与教育研讨会、与其他班主任交

流心得等方式，班主任可以深入反思自己在心理教育过

程中的得与失，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自己的心理教

育策略[2]。

4.2  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心理教育资源
小学语文教材作为传承文化、培养人文素养的重要

载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教育资源。为了有效挖掘

并利用这些资源，班主任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

厚的文学素养，班主任应深入研读教材，理解每篇课文

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感色彩等要素，从中提炼出

与心理教育相关的元素。例如，在《卖火柴的小女孩》

一课中，班主任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小女孩的内心世界，

感受她的孤独与渴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同情心和感恩之

心。在教学过程中，班主任还应创造性地设计相关的心

理教育活动，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小组讨论等形

式，让学生亲身体验不同角色的情感变化，学会换位思

考，增强同理心。例如，在《春》一课的教学中，班主

任可以组织学生到户外观察春天的景色，让学生在自然

中放松心情、陶冶情操。引导学生分享自己的观察感

受，鼓励学生表达内心的情感与想法，从而增进彼此之

间的了解与信任，营造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4.3  创新心理教育渗透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注重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

练，而忽视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心理发展。为了更有效

地渗透心理教育，班主任需要打破传统束缚，创新教学

模式。情境教学法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教学方法。通过创

设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体验、

感悟。例如，在学习《狐狸与乌鸦》一课时，班主任可

以设计一场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分别扮演狐狸、乌鸦

等角色，通过表演来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与情感冲突。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让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悟到做人的道理[3]。信息技术手段也

为心理教育的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班主任可以利用多

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丰富教学手段、提高

教学效果。例如，利用动画、视频等多媒体资源来生动

形象地展示课文中的心理教育元素；通过网络平台开展

线上讨论、心理咨询等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个

性化的心理支持。这些创新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更好地满足

学生的心理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4  构建家校合作的心理教育支持体系
心理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与配合。为

了构建家校合作的心理教育支持体系，班主任需要采取

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家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首先班主

任应定期与家长保持联系，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心理表

现和发展情况，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班主任可以

向家长反馈学生在校的心理状况、分享心理教育经验和

方法；同时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为学生的心理

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其次班主任应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的

心理教育活动，例如，邀请家长参加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讲座、亲子阅读活动等，让家长了解心理教育的重要

性和方法；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心理教育相关的书

籍、观看心理教育相关的视频等，共同营造良好的心理

教育氛围。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情

感交流、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还能够让家长更加

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的心理需

求。最后班主任应建立家校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当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班主任应及时与家长沟通并共

同制定干预方案。同时利用学校心理咨询室等专业资源

为家长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指导；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

和应对孩子的心理问题。

5��实践探索与案例分析

5.1  班主任心理教育渗透的具体策略与方法
在实践探索中，班主任心理教育渗透的策略与方法

多种多样，旨在全面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班主任应

注重在日常班级管理中融入心理教育理念。通过制定合

理的班级规则，培养学生的自律性和责任感；通过公正

的奖惩机制，增强学生的公正意识和规则意识。班主任

还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针对不同学生的心理特点和

需求，采取个性化的辅导和关怀措施。在教学过程中，

班主任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来渗透心理教育。例

如，利用故事教学法，通过讲述富含心理教育意义的故

事，引导学生思考、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采用讨论式

教学法，组织学生对社会热点、人生困惑等话题进行讨

论，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沟通能力；运用情境模拟法，模拟现实生活中

可能遇到的情境，让学生在模拟中体验、学习如何应对

压力和挫折，提升情绪管理和应对能力。班主任还应注

重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通过积极的沟通、倾听

和关心，让学生感受到来自班主任的温暖和支持。在与

学生交流时，班主任应保持耐心和同理心，理解学生的

困扰和需求，给予适当的指导和建议。班主任还应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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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同伴关系，形成积

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5.2  案例分析
以下是一个关于班主任在语文课堂中渗透心理教育

的案例分析。某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在一次语

文课上选择了《丑小鸭》这篇课文进行教学。李老师

首先通过生动的讲解和图片展示，让学生了解了丑小鸭

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然后，李老师引导学生深入思

考：为什么丑小鸭会受到其他鸭子的嘲笑和排挤？它在

面对困难时是如何坚持自我、不放弃梦想的？这些问题

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李老师鼓励学

生积极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有学生认为丑小

鸭之所以受到嘲笑是因为它长得不一样；有学生则认为

这是因为其他鸭子缺乏同理心和包容心[4]。李老师趁机引

导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

不应因为他人的评价而否定自己，李老师还引导学生学

习丑小鸭的坚韧不拔和勇于追求梦想的精神品质。为了

进一步巩固学生的心理教育效果，李老师还设计了一个

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分别扮演丑小鸭、其他鸭子以及

后来变成天鹅的丑小鸭等角色进行表演。通过表演，学

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课文中的心理教育元素并感受到了

其中的情感变化。

5.3  效果评估与改进措施
对于班主任心理教育渗透的效果评估是一个持续且

系统的过程，班主任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日常表现来评

估心理教育的效果。例如观察学生是否更加自信、乐观

地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挑战；是否更加懂得尊重他人、

理解他人；是否更加具备应对压力和挫折的能力等。同

时班主任还可以通过与学生、家长以及任课教师的交流

来了解学生对心理教育的接受程度和反馈意见。在评估

过程中如果发现存在不足之处或需要改进的地方班主任

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完善。例如针对部分学生对

心理教育认识不足或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班主任可以通过

加强宣传教育、创新教学方式等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兴趣

和参与度；针对部分学生在应对压力和挫折方面存在的

问题班主任可以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和支持来帮

助学生增强应对能力。为了更好地推动班主任心理教育

渗透工作的深入开展学校还可以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和

激励机制，例如定期对班主任的心理教育工作进行考核

和评价将考核结果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同时设立

心理教育专项基金用于奖励在心理教育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班主任和优秀教师等。这些措施不仅能够激发班主任

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推动学校心理教育工作的

全面发展。

结束语

小学语文教学的舞台上，班主任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者，更是心灵的引路人。通过持续的心理教育渗透实

践，见证了学生们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同时，也学会了

在情感世界里勇敢航行。这不仅是教学艺术的展现，更

是对学生未来幸福人生的深情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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