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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课堂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阳光心理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课堂教学能否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应该是评价有效课堂教学的指标之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应该是成功

人生的基础，教师应该思考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让每个学生在知识技能的学习过程中拥有阳光的心理，让每个学生成

为健康、快乐的阳光少年。 

  为什么有的学生觉得课堂上有乐趣，但又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有厌学情绪呢? 

  我在观察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更关注教师的言和行对学生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以下几种情境让我久久

难以忘怀。 

  情境一：在一节低年级计算教学课上，教师用开火车的形式，让学生进行快速口算练习。坐在我前面的小男孩

回答：“8+5=12。”教师狠狠地说：“8+5是12吗?”就没有让这个孩子坐下。这之后，教师每显示一张口算卡，这

个小男孩都举起小手，但这位教师一直没再让他回答问题。下课后，我问这位学生：“老师根本不叫你回答，你为

什么每次都举手呀?”“老师，我总想对呀。”是呀，孩子总想用行动来证明他也能会的，想用正确的回答来弥补

他刚才没有答对的遗憾，这是学生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有自尊心，老师，你是否能及时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心理需

求? 

  情境二：一位三年级女生下课后，带着很难受的心情向我倾诉：“张老师，我今天上数学课特别难受。”“什

么事?”“老师提问我一个问题，我正在想用哪种方法更好，但老师不容我想一想，以为我不会，就让我坐下，让

另一位同学回答了。我越想越难受，我明明快想出来了。”在课堂上，教师就这样一个小小的行为，竟给这位女生

带来心理上的伤害。其实，我们教师面对不同个性的学生，有时候一定的等待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等待也是一

种教育。 

  情境三：在山东聊城茌平县杜郎口镇杜郎口中学的教室内，72位中学生挤在一间三面黑板、一面是窗户的教室

内，个个积极主动地在写着、听着，发表着不同意见。个个精神饱满，在积极地思考。当时我很感叹地说：“真没

想到，在这简陋的农村中学，学生个个面带微笑，充满自信。”我随意询问了五位学生：“你们上课时为什么如此

快乐、积极地学习?”“在课堂上我们有乐趣。”他们的回答让我冷静地、理智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

么说课堂上有乐趣呢?但又为什么当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厌学情绪呢? 

  在每堂课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思考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哪些渠道? 

  学校心理健康可以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专业渠道，如心理咨询室、心理治疗、心理健康课等;另一条是非专业

渠道，即各学科教学、少先队和共青团活动及班级、班会等。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员远远满足不了现实

的要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采用专业渠道，但相当一部分学校目前以专业渠道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条件还没

有，那么又如何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呢?我认为，不论有条件的学校，还是目前还没有条件的学校，日常的课

堂教学应该是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因为学生的喜、怒、哀、乐大部分发生在课堂上。那么，课

堂教学中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学生的心理呢? 

  首先是课堂教学的氛围。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活动均是在一定的空间氛围中进行的。如果课堂上师生在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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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中进行对话，学生有自我展示的舞台，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自我认识，而且能让他们学会互相尊重。 

  其次，课堂教学的过程如何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探索的时空。新课程要求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

式下学习，如果教师能设置开放的教学情境，学生有选择的空间，那就可以满足学生心理自由度的需求。学生的这

种需求得到了满足，就自然会产生快乐的心态，甚至还会出现学生不愿意下课的情境。 

  再次，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心理影响也很大。同样是遇到了不能立即回答问题的学生，有的教

师不急于叫别的同学回答，而是用真诚信任的目光注视他、等待他，这位学生正确地回答了教师的问题后，教师

说：“你真的很认真，刚才你一定是在想用这种解法，还是用那种解法，不过如果能快一点就更好了。”由此可

见，同一情境，由于教师的理念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反馈，对学生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又如，不少教师经

常这样说：“某某同学说得很好，谁能比他说得更好?”“嗯，你说得很清晰，还有谁能说得更清晰一点?”教师这

样的评价就忽视了第一个同学的感受，忽略了第一个同学的心情。如果教师这样说：“某某同学读得相当好，还有

谁也想试一试?”这样就会让刚才那位学生感受好一些。也可以这样说：“某某同学读得怎么样?”让学生评价后，

再加以鼓励，并提出：“谁还能读出这种感受?”这样让学生的关注从读得好不好转到怎样读出感受。有的老师也

习惯讲：“谁能讲给老师听啊?”“看黑板，听老师讲。”“坐下，你来讲，你(指刚才答错的学生)给我好好听

着!”“真的懂还是假的懂?给我再讲一遍。”教师的这些课堂教学用语，对学生均缺少一种尊重和信任。因此，在

课堂中，教师的言和行一定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感受。 

  最后，课堂教学资源，一要尽可能来自学生的经验、学生在活动中的体验或发生在学生身边的事情，让学生感

到知识离他们并不远，这样学生就会对学习内容产生一种亲切感;二是要尽可能联系实际，让学生感到学的知识是

有用的，增加学习的内在动力;三是要让每个学生都感觉到自己能学好，这就需要教师的课堂设计具有弹性，做到

面对有差异的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育，达到学生有差异的发展，让每个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能得到成功，这样

学生自然就会有乐观、自信的阳光心态。 

  思考二：从课堂教学来思考，阳光心理主要的内含是什么? 

  阳光心理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认识自我，追求更好。认识自我是自我发展、自我教育的前提。每个人都应树立明天比今天更美好的目

标。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一要重视每个学生在学习目标上的差异性，做到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二要关注学

生的学习过程，先耐心真诚地倾听学生是怎么想的，然后再根据学生的想法加以引导;三要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反思，如在课堂上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或争论后，教室一定要留出时间，让每个学生都想一想讨论

后的收获，因为即时反思，效果更好。在每堂课中，教师都要鼓励学生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二是真诚善良，宽容尊重。课堂教学活动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活动，也就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一

定的内容，在一定的时间内生命体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首先要真诚，谁有比自己更好的学习策

略和学习品质，就应该虚心地向谁学习。当有同学学习有困难，答错题时，就应该予以帮助。如有学生不会回答问

题或答错了，教师是否可以这样说：“看来你现在有点困难，没关系的，老师建议你请你的好朋友来帮你一下。”

总之，我们请一位学生站起来，一定要让他体面地坐下，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呵护。其次，教师一定要学会倾听，倾

听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对人的一种尊重。最后，教师一定要宽容学生的错误。学生是未成年人，是在成长和发

展中的青少年，从某种角度上讲，犯错误是学生的权利。每个人的人生之路总不是很平坦的，教师要让学生懂得成

功是精彩的，失败是美丽的，让学生在课堂中能经受失败，以增强其受挫能力。 

  三是心态平和，积极快乐。心态平和，从课堂教学来思考，我认为一要有一颗平常心，也就是对自己的学习目

标要从自己原有的水平出发，同学之间既要相互学习，把比自己学得好的同学做榜样;更要倡导自己和自己比，自

己只要在不断进步，就是好学生。二要有一颗自信心，在课堂上，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为每个学生搭建展

示的舞台，让每个学生在舞台上体验一份成功，体验一份快乐和自信;三要有一颗责任心，在课堂上，教师要重视

学生自我评价、自我检查的学习习惯的培养;四要重视多元思维的训练，即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用不同的策

略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把这种课堂中的多元思维迁移到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中去，保持一种积极向上、乐

观快乐的心态。 

  四是合作交流，互动分享。在新课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生课堂学习方式中，教师一要强调合作、交流

一定要建立在个人劳动的基础上。如在课堂中有争论，某一个问题有多种解题策略，教师先要让每个学生动笔、动

脑、动手自己做一做、想一想，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交流，这样让学生在合作交流活动中不仅体验到

个人的智慧有限，需要向别人学习，而且能感受到互动分享的快乐。 

  五是务实诚信，讲究效率。学习活动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活动。教师一定要重视学生实事求是作风的培养，而且

要讲究效率。在课堂活动中，教师要学生讨论或做题，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思考三：教师的心理素质与学生阳光心理的关系。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阳光心理的培养，自己首先要有阳光的心理。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对每

个学生要有一种爱，要有一种情，要有一种责任，把职业提升为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其次，教师要读好一本

书，即青少年这本书。教师要教育学生，先要了解他们，要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同一年龄阶段不同学生以及同一学

生不同状态下的心理需求。教师一方面要满足每个学生合理的需求，这样学生才能有快乐的心理。把快乐给学生，

我认为，这就是教师对学生的爱。另一方面，对学生不合理的需求，教师要加以引导、教育，这是教师的责任。 

  教师不仅要读好学生这本书，更要写好一本书，也就是教师的模范行为。要让学生做到的，教师要先做到。这

种无声的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一本生动的教材。这真是无声胜有声、润物细无声啊!最后，教师要认真地对待三个

“天”，即要如实地反思昨天，自信地面对今天，理智地展望明天。教师要重视三个“我”，即理想中的我、现实

中的我、别人心目中的我。教师要记住三句话，即我是重要的、我是能干的、我是快乐的。一批阳光、智慧的教师

一定能够造就一代阳光、智慧的学生。 

  给教师的六条建议 

  一是教师要切实重视课堂教学良好氛围的营造、科学的课堂环节的设置、课堂资源的选择和合乎人情的评价。 

  二是教师要重视课堂教学中学生“爱学”和“会学”的良性循环的形成。爱学是会学的动力，会学是爱学的强

化。 

  三是教师要重视课堂教学的六个维度：长度，即在有限的可用时间内增加课堂教学的实用时间;宽度，即教师

为每个学生服务，也就是在课堂中力争满足每个学生的合理需求，在阳光的课堂中培养学生的阳光心理;高度，即

教师课堂教学的创造性，要重视教师个人教学风格的建构;密度，即课堂教学内容及学生的参与度;深度，即学生知

识技能学习过程中，学科思想方法和学习策略的自然渗透;适度，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均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因为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四是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素质，如学习的驱动系统、智力系统、操作系统、认知系统和元认知系统及学习的资

源管理系统的培养。 

  五是教师要重视课堂教学中的细节，如评价语言、体态语言等。教师的一言一行总是教学理念的外在表现，所

以教师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在课堂教学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认识。教师要善于区分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心理

状态、心理问题及品德问题三者之间的区分。对心理发展中的正常心理状态要善待;对心理问题，要善于耐心地、

真诚地沟通和引导;对品德问题，则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 

  六是重视家校整合。阳光心理是良好的综合教育的结果，教师不仅要家访，也要倡导家长进行“校访”。家校

整合可以提高我们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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