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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成为影响学生学习和成长

的重要因素,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心理健康

教育在强化学生道德和心理基础方面大有裨益.在

思政教育过程中,学校应该遵循育心和育德同步发展

原则,构建心理健康和思政教育协同机制,及时洞察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为其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和

实践指导,促进学生健全人格养成,提升思政教育

水平.
由罗佳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心理疏导»一书,以思政教育对象的心

理问题研究为重点,建议思政教育者提升对教育对象

心理状态的重视程度,借助充分的人文关怀和及时的

心理疏导,促使思政教育对象形成健康和谐的心理状

态.全书共包括六章.首先,作者结合思政教育,阐
述心理疏导的内涵、基础理论、显著特征等基本概念.
其次,作者分析心理疏导实施的现实诉求,并依据心

理疏导的价值取向、规律原则,探索思政教育中心理

疏导实施的有效路径.最后,作者侧重于方法和技术

探究,帮助思政教育对象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以达

到提升思政教育成效的目的.
参阅全书可知,新时代青少年学生是社交、游戏、

娱乐等平台上的活跃用户,对网络的依赖性极强,但
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思维模式与正确的价值观体系,在
诸多网络不良思想长时间的冲击下,无法正确应对学

习生活与人际交往.倘若学校未及时提供科学、有效

的心理引导并经过长期积累和发酵,极易导致学生心

理问题.基于学生心理健康的思政教育,有助于了解

和把握学生的心理现状,针对学生现实的心理困境,
提供及时的个性化心理指导和疏导教育,帮助学生解

决心理问题,促进学生优秀道德人格与心理素养的

形成.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协同教学体系.为促

进心理健康和思政教育的相互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

协同育人成效,学校应立足它们的育人优势,加强顶

层设计,系统性规划协同教学体系.一方面,打破思

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界限,充分意识到开展与思

政教育相适应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
青少年学生的心理需求为出发点,系统科学地规划心

理健康教育.另一方面,强化思政课教师对心理育人

的认知,依据心理教学目标,配置充足的教学资源,保
障心理健康教育有序开展.此外,思政课教师应该根

据学生需求,合理设置课堂教学内容,将心理健康知

识与思政教育内容有机融合,促进两者优势相互补充

与充分发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该

发挥学生课堂主体性和积极性,组织开展多元化教学

活动,使学生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体会和领悟理论内

涵,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为自身全面发展

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第二,创新教学方法,发挥网络教育价值.虽然

思政学科和心理健康学科隶属不同领域,但在教育目

标上具有高度契合性,皆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主旨.因

此,思政课教师可将心理测量法、对话法等心理健康

教育方法应用于思政课堂,促使思政教育更加具有预

见性和实效性.这有助于增强对学生心理变化和需

求的了解,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更加契合学生需求,
提升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性;加强师生交

流,使学生切实体会教师的重视与关注,更加自觉地

学习思政知识.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思政教育主

体应该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优势,不断优化教

学方式,构建融合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元素的教

学平台,挖掘并整合网络中的相关教育资源,采用图

片、视频等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学校应该加强对学

生网络安全、文明用网等的宣传教育,让学生提升网

络安全认知,树立良好的网络安全意识,既不受不良

思想影响,也不传播不良网络信息.
第三,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为提

升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理论教学的趣味性,思政课教

师应该从教学内容入手,搭配开展多元化心理教育活

动,据此观察学生表现、了解学生心理活动、剖析学生

心理状态,以增强学生共鸣为核心,实施有目的的思

政教育,并构建相应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园文化作为

隐性教育资源,对学生优秀品质、良好心理状态的养

成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促进作用.为此,学校应该通

过组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将思政教育和心理健康

教育元素融入其中,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氛围.学生

通过参加感兴趣的校园活动,既能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也能通过活动强化自身道德和心理认知,达到育

德和育心的有机统一.除了校园活动外,思政课教师

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教育作用,带领学生参观

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等,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多样

的思政教育资源,从中体悟民族精神,使思想与心理

都受到熏陶和洗礼,形成正确的“三观”,助力人格健

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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