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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1．中期阶段所做的主要工作 

（研究什么问题；怎样开展研究的；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 
     本课题研究主题为：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基于教育研究是以教

育问题为对象，由此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本课题针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现代初中生现

有的主要心理问题是我们急需认识和研究的首要问题？这是本课题的引导性问题，也是最终要解

读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全面科学的认识现在初中生的心理发展现状，明确初中生心理主要面临的

问题，我们结合学生的学习生活，制作了一份《中学生心理发展调差问卷》，并在本学校三个年级

抽取部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对抽样问卷进行了整理分析，以期对当前初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有切实的了解和分析，现成了一份较为全面的调查报告。我们从学习适应性问题、人际关系

类问题、青春期心理问题和自我认知的问题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这份报告为下阶段语文

教学中心理健康的渗透提供科学的参考和依据。 

针对问卷调查获取的问题信息，我们尝试在课堂教学中有针对性的进行健康心理的渗透和引

导？如何渗透？如何引导？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教学活动一般由这样几个

环节构成：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就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已经完成

并加以明确。接下来我们着重要研究教什么，之后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怎么教的问题。 

语文教学现有的主要教学内容是以语文教材为主而展开，于是我们自然将目光聚焦在语文现

有的教材中。我们将初中三年的教材（苏教版语文）进行系统的梳理，将具有可挖掘的健康心理

教育素材进行整理，并根据初中生的心理问题为导向，依据教材文本的单体内容进行教学假设设

计。目前，我们选定一些教材篇目，采用案例法，研究课的形式，针对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的具体

问题，结合教材文本的具体内容，进行探索性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尝试。 

开题以来，我们课题组成员每人至少开展一节主题性研究课，着重围绕中学生心理发展的某

一具体问题，运用语文教材文本，尝试通过语文教学将健康心理发展因子传递给学生，从而尝试

对学生的心理发展进行积极的引导和干预。开课后之后，课题组成员就课堂教学中健康心理有机

渗透的自然性、有效性进行反思和研讨，完善课堂教学的科学性，提升心理引导的有效性。 

之后，我们尝试针对中学生不同心理发问题，在教材中按一定的主题来归类重组教材文本，

比如以亲情主题类的教材文本来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与父母的关系问题，以励志类的教材文本来针

对性的引导学生的学习适应性问题，等等。我们以此来归类整理，从而形成针对性的具体问题的

具体教材文本资源库，这样便于我们日常的教育教学资源的选取，提升语文教学中心理健康渗透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取得的阶段成果 

（包括结合课题研究已产生的实践案例，教学反思，出版、发表的成果等，已发表的

论文，请注明发表的时间及刊物） 
经过近一年多的教学研究，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进行有关课题的问卷调查和课例研究，目前我

们的阶段成果主要是问卷调查报告和课题组成员的实践案例及教学反思： 

一、问卷调查报告： 

我们对本学校三个年级抽取了部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我们对抽样问卷进行了整理分析，以

期对当前初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切实的了解和分析，现成了一份较为全面的调查报告。 

（一）学习适应性问题: 

    学生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而对于学习的适应程度是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部分。而在当前

社会环境下，学生面临的压力日益繁重，由此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具体表现

在以下方面： 

    1、学习心理压力普遍增大。初中知识体系相对小学有层级的跳跃，加之中考高中升学率远低

于高考大学升学率，学生学习的竞争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精神上的萎靡不振，进而导致失眠、疲

惫、思维迟钝等问题。  

2、考试焦虑频率有增无减。初中学生日常学习中面对的测试频率日益增加，单元测试，一月

阶段测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考试之后的分数排名，家长老师对于成绩的横竖比较，这些都

让学生闻考而惧。特别是遇到较为重要的考试时焦虑更为严重，甚至出现焦虑泛化现象。 一些孩

子因为焦虑而不能正常的审题应答导致成绩偏低，之后信心受挫，恶性循环。 

3、厌学情绪有扩大的趋势。课业负担的持续繁重，学习竞争的日益激烈，个人期待和现实结

果的巨大反差，师长对于学生成绩的无顶期待，这些让许多孩子在学习中获得不了真正的成就感

和满足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不仅是学习成绩差的同学不愿意学习，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亦出现

厌学情绪。 

4、学习品质整体相对薄弱。由于初中学生的心智尚不成熟，对于学习的意义和人生发展规划

没有明晰的认识，学习的自主性、规划性、持久性整体薄弱。    

    （二）人际关系类问题：  

初中时代是人由幼稚单纯的童年世界逐步迈入复杂深邃的成人世界，人际关系问题也是中学

生反映较多的问题。 

 1、师生关系问题。约有五分之一的被调查学生反馈和老师的关系并不融洽，或是并不是自

己渴望的关系状态。除了传统的师道尊严是隔阂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不被

老师认可也是重要因素。“教师对学生缺乏尊敬，贬低其价值的不良态度使学生的心理遭到严重

的创伤。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往往病态地感知这一切，这也是师生间发生冲突的原因”。这

种情况下，师生关系日趋紧张。  

     2、同学关系问题。随着年龄增大，学生被同伴认同的心理需求日益提升，在同学间有被接

纳的归属感 ，寻求同学、朋友的理解与信任。但由于独生子女、孩子心理的成人化趋势等因素，

同学间的关系变得复杂，特别是女生的心理更难以捉摸。有的同学就流露出孤独感，想恢复与同

学的关系，而又不知该怎样去做。  

     3、父母关系问题。在受调查的学生中，有近一半的学生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十分和睦。父母

的不和、学习的矛盾、家教的缺失是构成孩子与父母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不和父母对中学生的

心理影响是多方面的，“有被抛弃感和愤怒感；„„还常常使得他们对学校作业和社会生活不感

兴趣”。 

    （三）青春期心理问题：  

    1、青春期闭锁心理。闭锁心理问题主要是指处于消极情况下的心理而言的。其主要表现是许

多孩子进入青春期外在表现趋于自我封锁，而内心活动日益丰富、复杂多变。许多孩子表露自己



有了秘密，想与别人倾吐，可无论碰到父母或老师亦或是同学却又缄默不语，这种情况如果得不

到理解，便会出现压抑心理，出现焦虑。  

2、异性交往的尺度。中学阶段是中学生成长，掌握知识的最关键的时期，又加上生理的成熟

与心理的不成熟发展不同步，带来了异性交往的各种困惑，甚至是躁动。由于多媒体时代交友的

多元和开放，娱乐媒体对学生心理成长的催熟，现在越来越多的初中生陷入“早到的爱”，甚至现

在女生的主动意识更为突出和鲜明。 

    （四）自我认知的问题：  

自我认知指对自己的心理过程与特征及其表现的认知。心理健康的中学生往往有较强的自我

认知能力，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自我评价恰当。从此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初中生的自我认

知整体呈现有高到底的发展趋势。刚刚入学，孩子们对初中学习生活充满向往，志向高远，但在

多次令人失望的检测之后，抑或在各种平台的展示没有达到预期之后，消极、自卑等不良心理慢

慢占据自我认知。 

二、实践案例： 

1、欧阳齐老师在 2016年 11月开设研究课《伟人细胞》，引导初中生对于成功的认识，懂得

能够通过的正确的方式获取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生。 

2、李红老师在 2017年 4月开设研究课《我的老师》，引导学生认识老师对学生的爱，和如

何化解和老师产生的误解和矛盾。 

3、李红老师在 2017年 12月开设研究课《背影》，引导学生认识父母爱的无私和细致，从作

者的经历和感悟中引导学生认识青春的叛逆心理和父母沟通应有的意识和路径。 

4、欧阳齐老师在 2018年 5月开设研究课《敬业与乐业》，引导学生认识只有“敬业”才能取

得学习的成功，只有“乐业”才能助推学习的快速提升。 

三、教学反思： 

1、欧阳齐老师研究课《伟人细胞》教学反思 

   2、李红老师研究课《我的老师》教学反思 

     3、李红老师研究课《背影》教学反思 

    4、欧阳齐老师研究课《敬业与乐业》教学反思 

     四、教学资源整合归类： 

     （一）促进学生学习适应性类文本资源： 

七年级：《在阿加西斯教授的实验室》《论语十二章》《往事依依》《三颗枸杞豆》《为学》 

八年级：《送东阳马生序》《敬业与乐业》《居里夫人》 

（二）促进学生人际关系类文本资源： 

七年级：《安恩和奶牛》《社戏》《卖白菜》《童年的朋友》 

八年级：《父母的心》《背影》《我的母亲》《散步》 

（三）促进学生自我认知类文本资源： 

七年级：《伟人细胞》《我们家的男子汉》《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皇帝的新装》 

八年级：《诫子书》《窗》《做人最重要》 

 

 

 

 

 

 

 

 



3．课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 

在围绕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在落实每一个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在研究中遇到这

样一些困难，由此对课题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1、中学生心理发展调查报告的精度略有欠缺： 

在初中生心理发展现状的调查问卷的制作中，由于受到专业知识的限制，虽然我们也参考了

问卷资料，但我们感觉问卷的设置的科学性和精细度仍然不够。另外，由于这份调查问卷针对学

生本人，学生对问卷的内容持有警惕和疑虑，所以部分学生没有客观真实的填写自己的心理状态。

基于前面两个因素，我们对问卷调查的数据处理以及最终的调查报告的形成在精度上都收到影响。 

2、研究课教学中心理健康引导的自然性和有效性有待提升： 

作为语文专业任课教师，我们习惯于从语文专业角度进行课堂的教学，我们更多的关注语文核心

素养的培养，但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知识或是内容，对于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

然，我们语文课程目标中有思想情感价值观的目标，但真正涉及心理调适和干预，需要一定的心

理学专业知识。在课堂中渗透心理健康内容，我们的研究课起初显得有点生硬，或者有点说教的

感觉。如何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人生经历，将心理健康有机的融入课堂，实现“润人细无声”

的教学效果，课堂的教学设计仍然要研究、完善。 

3、课程资源的有限限制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全面干预： 

我们的课堂教学资源主要采用了学校课程中现行的语文教材。这样课堂教学既有教材正轨，

文本质量较高，且富有正能等诸多的优点，但由于学生的心理问题是多样而复杂的，而语文教材中

的篇目并不是每一篇都适合渗透心理健康的教育，由此就形成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中学生许多具

体的心理问题在语文课本中并没有针对性的教材予以指导。于此，如何开发丰富的教学资源是我们

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4．下阶段研究计划及确保最终成果的主要措施 

针对之前研究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济宁以下的规划和改进： 
1、研究组成员要进行一定的中学生心理知识的学习和补充，我们计划借阅或是购买一定心理

学书籍加以学习、阅读，并在课题组内进行交流，从而提升课堂教学心理健康渗透的专业性、科

学性和有效性。 

    2、要加大研究课的研讨力度、深度，力求实现每上一课，课前课题组成员进行集体备课，特

别对一节课的心理教学目标的设定，如何实现目标，课堂教学中语文素养和心理健康两者如何融

合，如何根据文本资源自然引入心理健康的教育，实现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有机性和有效性的提

升。 

   3、我们计划挖掘充实课堂教育资源：（1）利用中学生阅读的名著书目，从中挖掘可利用的文

本教育资源，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骆驼祥子》等。（2）挖掘中学生必背古诗文篇目，在诗

人和其诗篇中寻找精神的营养。（3）甚至我们设想让学生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充实和丰富

我们的教学资源库。 

     4、针对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足，我们一方面强化自身的理论学习，

阅读更多的课题研究指导书籍，我们还将邀请校内的专家老师予以指导。 

     5、进一步完善研究记录表的填写，如实记录课题研究的过程和成果，为最后的课题结题报

告的撰写提供切实的材料支撑。 

 

 



二、中期评估意见 

 

 

   

评估组组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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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评估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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