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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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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入深入探讨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重要性，并提出相应实践策略。分析了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内涵及当

前面临的双重挑战，同时阐述体育与健康课程在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和全面发展方面的显著作用。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融

合。所以建议加快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的建设，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并重视过程评价，将学生管理工作与心理健康

教育相结合，设置体育游戏并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同时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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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deeply discussed, a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dual challenges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xpounds the remarkable ro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rse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will quality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reate an active teaching atmosphe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evaluation, combine student 

management wit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et up sports gam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and establish a 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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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基本含义分析

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基本含义，是指初中生在成长发育过程

中，心理功能处于正常状态，具有积极的情绪体验、良好的意志

品质、正常的认知水平，并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环境，与他人

和社会保持良好的协调和平衡。这种状态不仅体现在初中生能够

妥善处理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与挑战，更体现在他们拥有积极向

上的心态，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实现自我成长和价值。初

中生心理健康的基本含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能够保持愉

快的情绪状态，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其次，具有健全

的人格，能够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意

识和自我调节能力；再次，他们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能够客

观、全面地看待问题，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最

后，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家人、朋友和同学和谐相处，

互帮互助，共同成长。实现初中生心理健康，需要家庭、学校和

社会共同努力 [1]。家长应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提供温暖的家庭

环境；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社会应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供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

资源。

二、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及困境

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显示，虽然这两者在教

育体系中均被视为重要环节，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显著的脱节现

象。在体育课程设计上，许多学校仍过分强调体育技能和身体素质

的培养，而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融入显得不够充分。此外，一些

体育教师并未接受过足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对于如何将心理健

康教育元素融入体育教学中存在明显的短板。另一方面，虽然心理

健康教育在近年来逐渐得到重视，但在初中阶段的实际推进过程中

仍面临诸多困难。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活动形式和内

容缺乏创新，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与共鸣 [2]。同时，体育与心理健

康教育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完善，两者的教学资源、教学方法

未能有效结合，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三、初中体育和健康课程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

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

体育课程通过多样化的运动形式，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体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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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与成功，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毅力。无论是耐力跑、篮球比

赛还是团队接力，学生都需要克服身体和心理上的困难，坚持不懈

地完成任务。这种体验能够培养学生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意志品

质。健康课程则通过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

生活中的压力与挫折 [3]。课程中的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活动让学

生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学会如何调节情绪、缓解压

力。这种自我管理和调节的能力是学生形成良好意志品质的重要基

础。体育和健康课程的结合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

心。在体育比赛中，学生需要相互协作、共同应对挑战，这有助于

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同时，学生在课程中的表现和

参与度也体现了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性。

（二）有助于促进学生人格得到全面发展

在体育课程中，学生通过参与各类运动活动，不仅锻炼了身

体，更在挑战与突破中锤炼了意志。体育活动的竞技性要求学生

具备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而团队合作则培养了他们的沟通协作能

力和集体荣誉感。这些经历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坚韧不拔

的人格特质，使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勇往直前。同时，

健康课程则通过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

认知，学会管理情绪和压力 [4]。课程中的互动环节和实践活动，

让学生有机会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自我意识和情绪调

节能力。这种内在的成长有助于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成熟的人

格。另外，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结合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社交体

验。在课程中，学生需要与同伴共同完成任务、解决问题，这有

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四、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思考策略

（一）加快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建设

针对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策略思考，应着

重关注以下几点，以加快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建设。第

一，强化体育教学中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渗透。体育教师应充分

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将其贯穿于课堂

内外的教学活动之中。通过设计富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运动项

目，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抗压能

力 [5]。第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建设。学校应投入更多

资源，开发针对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课件和多媒体教学

资源，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这些资源应涵盖心理健康

知识、自我调节技巧、情绪管理等多个方面，以帮助学生全面

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第三，促进体育与心理教育教师的交流

合作。体育教师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共同探

讨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元素有效融入体育教学中。通过分享教学

经验、交流教育案例，不断提升双方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第

四，还应注重家庭和社会的协同配合。学校应通过家长会、社区

讲座等形式，向家长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引导家长

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6]。

（二）活跃教学氛围，注重过程评价

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思考策略应着重于活

跃教学氛围并注重过程评价，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提升学习效

果。（1）活跃教学氛围是实施融合策略的关键一环。教师可以通

过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设计富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体育活动，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例如，利用体育游戏、小组合作等形式，

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渗透心理

健康教育的理念。这种活跃的教学氛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情

感，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 [7]。（2）注重过程评价是融合策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的结果导向评价相比，过程评价更加关注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努力和进步。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可以

观察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及

时给予指导和支持。同时，教师可以设置多样化的评价标准和评

价方式，如自我评价、同伴评价等，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

的学习情况和进步空间。

（三）学生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生管理工作

体育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身体锻炼的

平台，更是培养学生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的场所。因此，可以在

体育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例如通过团队活动来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协调能力，通过竞赛来提升学生的抗

压能力和自信心。这些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身

体素质，还能促进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8]。学生管理工作是保障学

生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生管理工作中，

意味着在日常的班级管理和校园生活中，都要注重学生的心理状

态和情感需求。例如，在班会或校园活动中，可以引入心理健康

的主题，引导学生们正确看待压力、处理人际关系，提升他们的

自我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一策略，学校还可

以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这包括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活动等，以形

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四）设置体育游戏，重视学生个体差异

通过精心设计的体育游戏，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身体，还能在

游戏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元素，使学生在玩乐中不自觉地提升心

理素质。例如，可以设置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体育游戏，让

学生在游戏中体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学习如何与人沟通、协调

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交技能。重视学

生个体差异是实现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效融合的关键。每

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在身体素质、心理状态、兴趣

爱好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此，在设置体育游戏时，需要充分

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尽可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例如，

可以设计不同难度层次的游戏，让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游戏，从而在游戏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9]。

（五）建立完善的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

在推进初中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建立

完善的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显得尤为关键。这一评

价体系应综合考虑学生的身心健康、运动技能、心理素质等多方

面因素，旨在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发展状况，并为教学改进提供

有力支撑。针对体育教学，可以设置体能测试、运动技能考核等

量化指标，以评估学生在身体锻炼和运动能力方面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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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引入心理测评工具，如心理健康

问卷、情绪量表等，以衡量学生的心理状态、情绪调节能力和社

会适应能力等。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和

标准。例如，针对不同学生的身体素质、兴趣爱好和特长，可以

设定个性化的评价目标和标准，以更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进步和成

长。通过定期收集和分析评价结果，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在体育教

学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

性的指导和建议。

五、具体案例介绍

在阳光初中的体育教学课堂上，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得

到深度融合。一堂普通的体育课，因为融入了心理健康教育元

素，变得既生动有趣又富有深意。体育老师李老师巧妙设计了一

堂以“挑战自我，勇攀高峰”为主题的攀岩课程。攀岩活动不仅

能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协调能力，更能考验学生的意志品质和

心理承受能力。在活动开始前，李老师为学生们详细讲解了攀岩

的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同时也强调了面对挑战时要保持积极

心态的重要性。同时，心理健康老师张老师也参与了这堂课的 

教学 [10]。利用攀岩活动，为学生们提供心理疏导和情绪管理的指

导。在攀岩过程中，学生们或多或少会面临困难和挑战，这时张

老师会适时地给予他们鼓励和引导，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学会以

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课堂上，学生们在攀岩的过程中相

互鼓励，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不仅锻炼了身体，也提升了

自信心和抗压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积

极心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体

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的实践，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结束语

通过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建设、优化教学氛围与评价

方式、融入学生管理工作以及重视个体差异与建立评价体系等策

略，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加积极、健康的学习环境。未来，继续深

化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研究，不断完善相关体系与机

制，为培养身心健康的初中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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