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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和改革，人们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为使

学生的身心可以健康成长，在班级管理中融合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利于学生自我

服务与自我完善、转换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以及提升中小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在进行班级管理时，从积

极心理学的角度融合中小学班级管理与心理健康教育，从而在班级管理中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开展多

样化心理辅导的方法，以期能促进学生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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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and reform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
tion to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as becom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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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make students grow up healthi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
tegrat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lass management,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to serve 
and improve themselves, change the goa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psychologi-
cal adaptabilit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lass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
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o as to create a good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lass manage-
ment, carry out diversifie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etho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
ment of students’ qualit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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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心理学的内涵 

积极心理学是在二十世纪末新兴的心理学思潮，其创始人是马丁·塞利格曼、谢尔顿和劳拉·金，

他们提出积极心理学是对普通人的力量和美德的科学研究(Sheldon & King, 2001)。积极心理学重视研究

人的积极特质，充分挖掘人潜在的、强有力的能量，从而促进人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使人类更加幸福，

社会更加和谐。在主观层面关注人的积极情绪和主观体验，如人的主观幸福感等，强调人应当对过去满

意、对当下满足及对未来满怀希望；在个人层面关注积极个人特质，包括爱的能力、工作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洞察力等；在群体层面关注积极的组织系统，积极心理学认为，人不可能会脱离环境单独存在，

所有人都处于环境系统之中，人应该积极地融入周围的环境并与此建立联系。传统心理学认为心理健康

和心理疾病是非此即彼的，即一个人没有心理疾病就证明他是心理健康的。而积极心理学家的专家所持

观点与现有心理学家的观点有相悖之处，认为二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近些年来，在理论和政策指导下，我国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在授课方式、学生管理以及课题研究

上都迅速发展，绝大部分中小学不仅开设了心理学相关课程，还设立了咨询辅导室，来推动学生加强自

身的心理健康建设(徐创瑜，2020)。但在班级管理工作中不难发现，学校更多将有限的专业师资力量大多

聚焦在学生心理问题上和危机干预中，这种消极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利于班级管理的长期发展(庄濛杰

等，2015)。基于此，把积极心理学范畴的心理健康教育融合于中小学班级管理是个有意义的课题。 

2. 中小学班级管理的理论基础 

2.1. 集体教育理论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提出了集体教育原则，他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集体主义者，实现的前

提是要有一个集体的形式，建立合理的集体，在集体中，通过集体来影响个人。一个班集体的形成，为

培养集体教育者提供了环境，学生是班集体的教育主体，班集体就作为班级管理的核心力量，在班集体

产生的巨大能量，能够向班集体成员提出要求，规范行为，树立道德。 

2.2.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提出。其实质是：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通过使本组织所有成员而达到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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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一种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途径。班级管理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让本班级所有成员都得到发展，该理

论进一步说明，在班级管理时应当充分调动全班学生，使得在班级里每位学生都有相应的角色，在行使

自己的权利时也能够恪尽职守，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促进班级健康发展。 

2.3. 需要层次理论 

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在马斯洛看来，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人生的目标就是找到食物果腹；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对生命的追求是安全；“自我实现”是很少有人达到的。该理论告诉我们在

班级管理中，要注重学生的各种需求。不仅要注重学生通过行为外显出来的生理、安全等需求，也应

该关注学生内心感受和诉求，能够客观全面的站在学生的视角了解他们的需要，尽可能地促进其身心

健康发展。 

3. 中小学班级管理的现状分析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和改革，学校对各学科教学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人们也越来越重视青少年心理

健康，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但是在班级管理方面的关注度则存在明显不足，进而影响了

新课改的纵向深入发展，这与新课改的发展理念相背离。传统的班级管理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难以解决

当前学生遇到的心理问题，不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情绪和学生的全面发展。传统的班级管理中存在以下

问题： 

3.1. 管理理念落后 

班级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它需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和目标的导向，这样才能够循序渐进

地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塑造优秀的班集体。但部分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原则性不够、方向性不强，

对班级的建设和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每天主要就是开展学校布置的程式性任务，这不利于学生的长远

发展，且很多班主任仍然持传统教育理念，要求学生服从班级统一管理，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差异性，

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王亚荣，2022)。时代在发展，班主任在班级管理理念上也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结合学生的特点与成长需求进行调整。但部分班主任缺乏主动求变的意识，依然在用旧观念指导班级管

理工作，完全以班主任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师生之间缺乏交流与了解，学生对班主任满意度不高，师

生之间难以真正形成一致性，班级管理效率较低。 

3.2. 管理方式单一 

班主任是班级科任老师和班级之间的重要纽带。根据研究发现，班主任“单打独斗”的现象相当普

遍，班级管理中的“抓”与“放”不协调，完全依靠班主任自己来完成各项班级管理工作，这不仅导致

班主任工作量非常大，且容易形成学生只“怕”班主任但对其他人的管理不在乎的问题，尤其是学生的

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学生自我管理作用也未调动起来。主要体现在：班主任与科任老师之间缺

乏互动和交流，科任老师也很少参与班级管理，所以二者之间缺乏教育合理关系；班主任和家长之间也

没有形成家校合力，缺乏有效沟通，班主任如果想要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就应当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

得到他们的支持(李茂林，2022)。 

3.3. 评价机制有限 

在班级管理中，评价是班级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对学生的成长有着诊断、矫正、引导、鼓励等多重

作用。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也希望在班主任的评价中得到肯定和表扬，获得个人成长的动力。但从

目前班主任班级管理的现状来看，部分班主任在评价学生过程中存在问题，在评价内容上只关注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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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作为依据，在评价方式上只采用量化的标准，缺乏质性评价，从而扼杀学生的创造性和特长(郭
丽华，2022)。 

4. 在中小学班级管理中融合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探究 

4.1. 有利于学生自我服务与自我完善 

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过渡时期，在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心理问题。学生所处的阶段正是青少

年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各方面的发展最迅速、最旺盛、最关键的时期。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仅影响到自身，

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当今的学生，由于学习压力的增加、父母的期望、青春期带来的焦虑等诸多原因，

许多人无法适应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求，其中最缺乏的是心理素质。结合分析学生的心理特点，他们的

身心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而身心健康作为所有价值观的源泉，是保证生活质量更好的可靠保证。学生

在班级中的主体意识是作为自身角色进行自我调控与自我评价的一种自觉意识，班主任在进行班级管理

时，积极的心理环境能够调动全体学生自我管理与服务意识，使同学们会更加认同自我角色、加强主体

意识、完善自我形象，在工作中及时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因此，积极心理学视域下班级管理与心

理健康教育融合能够为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工作时提供新思路。 

4.2. 有利于提升学生社会和心理适应能力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面临不断适应环境的需要，这是人的基本需要，是每个个体必须具备的基本素

质之一，也是我们一生中都会面临的任务。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大多数学生的心智会越来越成熟，能够

与外界现实生活良好接触，有清醒客观的认知。但是部分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会产生心理压力以及不良的

情绪，从而影响社会适应能力。正因为如此，当前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过程中，心理适应能力的培

养也是备受关注。有研究表明在积极的班级环境中，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也较强。班主任在学生面对环

境的变化时，及时提供帮助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力，以较为积极的心态适应周围的人群(汪建祎，2020)。 

4.3. 有利于转换心理健康目标 

在传统的中小学班级管理工作中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时，心理问题研究多注重于个体或集体的心理疾

病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当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只会关注到自身消极的一面。在积极心理学理念的引

导下，班主任或者科任教师在设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时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积极的思考和积极情绪的调节。

首先，当面临困难或挑战时，往往会感到不安或恐惧。然而，通过积极思考和积极情绪的调节，可以更

好地应对这些负面情绪，并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困难。其次，积极思考和积极情绪的调节可以更好地看到

机会，并更好地利用这些机会。第三，积极思考和积极情绪的调节可以使个体保持积极的态度、更好地

实现自身目标，更好地享受生活。 

5. 在中小学班级管理中融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策略 

5.1. 开展赏识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主要研究积极的人格特质，积极的主观体验以及积极的社会环

境。将其运用到班级管理中即是要注重学生积极的人格特质，充分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感受积极的体验

从而体验到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感。在班级管理中，教师要能够挖掘班级成员对过去生活和当下生活的积

极体验，总结过去和当下的生活经验，降低或消除学生的负面情绪，从而使学生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

得到积极的情绪体验。赏识教育即是在积极心理学的范畴下，要求注重学生的优点和长处，让学生在积

极的心态中觉醒，把成长的快乐还给学生。此外，教师在班级管理中实行赏识教育，要求教师不仅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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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生成长的共需性，也要看到不同学生成长的需求差异性，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王德辉，2022)。 
例如，班主任开展“班规制定”的主题班会，大部分学生关注班级的日常秩序，如班级课堂纪录、

课间活动的规则。但有的学生更加关注班级环境的新的需求，如班级文化的建设和班级环境的构造，并

提出应当从大部分学生的需求出发，规则灵活制定。有的班主任认为部分学生的言论是为了追求与众不

同，关注的是无伤大雅的小事；但有的班主任则认为这些学生是在当下成长需要下所有的创新思想，因

此给予肯定和赏识。不同的做法可以发现教师对共性和个性不同的态度。班级管理追求共性而忽视个性，

一定程度会提高班级管理效率，但却不利于构建有活力的班级。 
例如，班级个别同学不遵守课堂规则，教师一味批评和指责会给学生带来消极的体验。在积极心理

学的赏识教育理念下，教师改变理念，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强化学生的其他优点，使得学生能够在自

身努力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得到别人的认可。随着学生积极心态的建立，也会在自身需求下关注班级

规则，从而遵守纪律，健康成长。 

5.2. 开展个性化心理健康教育 

由于每位学生的性格特征、生长环境和成长过程都大相径庭，因此班主任在管理班级时应当深入了

解每位同学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积极沟通，尽早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并通过个性化的心理引导和积极

的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预防心理疾病，从而提升班级管理的效果。 
例如，某女生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导致该女生性格十分好强，对自己要求严苛，

在考试成绩上有下降趋势，便会焦虑不安；在人际关系上难以维持，便会痛苦和绝望，难以接纳自己。

班主任在了解到该女生心理状况的原因之后，应该因材施教、采取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方式，缓解其不良

情绪，培养健全的人格。把这种个别式的心理辅导用于班级管理中，通过挖掘不同学生独有的人格特质

和优势，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抗挫折能力，以期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自如应对

各类挫折，减少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巩固班级管理的实际效果(李建辉，2022)。 

5.3. 开展班级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班级管理氛围 

在当今社会，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要以科学完整的积极心理学体系为基础，核心在于将积

极心理学理论融于班级管理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中，切实提高当代学生的心理健康(姚亮，2022)。首先，

在班级中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积极的、舒适的班级氛围中，学生自然能够身心健康，以乐

观向上的姿态对待学习和生活。第二点，班主任要带领学科教师与学生构建积极的师生关系，这不仅有

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也有利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何玲，2022)。第三点，班主任在管理

班级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疏导心理问题，预防心理疾病，能够使学生在更加包容

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王晓菲，2022)。 
例如，在某次设计黑板报内容时，班主任可以根据当前班级学生存在的疑问和困境，在黑板报上刊

载与心理干预和调节相关联的知识内容，使学生能够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学习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

能够自我排解一些焦虑、不安等消极心理情绪，保证自身心理状态更加稳定，从而缓解紧张焦虑的心理

状态(吴绍跑，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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