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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

内容概要

《中学生心理》是专门收录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成果论著的一套大型图书。由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遴选
组稿，多家权威出版社共同出版推广。以“汇集优秀原创基础教育论著，推动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为宗旨，本着“广泛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原则，切实保障图书的规范性、专业性和独创
性、科学性。 
在中学生心理的汪洋大海里，有无穷无尽、光怪陆离的思想波浪。教师要以己心舟，探彼心海，分析
、观察每一心灵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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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

作者简介

胡中月，男，1954年10月生。湖南澧县人。湖南省特级教师。现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
中学纪委书记。从教三十余载，曾多年任班主任、年级主任、学校德育主任、团委书记、学生科长，
并一直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已送走十四届高三毕业生。为清华、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培养输送了数百
名优秀学生。长期和学生在一起，对学生学习生活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状况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进行
了一些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教学与研究杂志》等省、国家级刊物上发
表二十多篇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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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中学生品德心理 一、道德认识 二、道德情感 三、道德意志 四、道德行为 第二章中学生上进心
理 一、上进冲动心理及培养 二、上进心理的作用 三、培养上进心理的方法 四、后进生上进心理 第三
章中学生求知心理 一、求知的意义 二、求知心理和其他因素的关系 三、如何组织教学 第四章中学生
创新心理 一、创新教育的重要性 二、创新教育新形势 三、创新教育方法 四、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五章
中学生自主心理 一、自主学习的意义 二、自主学习的条件 三、自主学习的本质 四、自主学习的特点 
五、自主学习的策略 六、某些和自主学习不一致的现象 第六章中学生尊师心理 一、尊师心理特点 二
、教师的本质特征 三、教学水平 四、教师仪表与气质 第七章中学生情感心理 一、情感的作用 二、如
何进行情感教育 第八章中学生体育心理 一、学校体育的作用 二、学校体育教学的要求 第九章中学生
美育心理 一、美育无处不在 二、美育的特点 三、美育的任务 第十章中学生群体心理 一、群体心理的
意义 二、群体心理的作用 三、如何进行群体工作 第十一章中学生从众心理 一、中学生从众的原因 二
、从众心理的双重属性 三、矫正消极从众心理 第十二章中学生压力心理 一、中学生压力的种类 二、
压力的正面性 三、战胜压力的方法 第十三章中学生考试心理 一、考试的心态 二、如何面对考试 第十
四章中学生自卑心理 一、自卑的原因 二、自卑心理的有利因素 三、自卑的恶果 四、治愈的方法 第十
五章中学生逆反心理 一、逆反心理的积极因素 二、逆反心理的消极因素 三、逆反心理的特点及表现
形式 三、如何防治逆反心理 第十六章中学生早恋心理 一、早恋的原因及特点 二、如何对待早恋心理
及行为 第十七章中学生差异心理 一、承认差异 二、缩小差异 第十八章中学生偏科心理 一、偏科的原
因及某些看法 二、偏科的弊病 三、防止偏科 第十九章中学生恋网心理 一、网络对学生的积极意义 二
、网络的负面作用 三、预防措施与要求 第二十章中学生社会适应心理 一、必须面临的某些现实问题 
二、如何适应社会生活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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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他们在考试结束后，就会失去奋斗目标和学习积极性。一部分学生这种思想比较突出，升
学前积极努力，考试结束后就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不接触书本。有长期性学习目的的人，
有终生的学习目标，不论在升学前后都不放弃学习。这种坚持力和目标也决定了他们平时的学习态度
，并使他们终将成为有学习成就的人。马卡连柯在分析一个人的学习目的的远近性时指出：“一个人
的行为如果是由最近的前途决定的，那么这种人就是软弱无力的人。如果他只满足于个人的前途，只
要这种前途是远大的，那么他可以算是强有力的人，但他却不能使我们感到人格的美以及人格的真正
的价值。”教师在分析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时，要教育学生树立长远学习目标，只有具有了这种目标，
才能具有长久的学习动力和毅力，才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和具有人格美的人。 2.求知心理和学习兴
趣有关。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古语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德国教育家第斯
多惠说：“教育成功的艺术就在于使学生对你所教的东西感兴趣。”苏霍姆林斯基也说：“所有智力
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兴趣。” 兴趣是推动学生探求知识，获得成功的一种强烈欲望，是人们积极认识
事物或关心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是学生学习活动中最活跃的心理因素，是帮助学生成功学习的主要
心理动机。 兴趣的产生来自多方面： （1）环境引起。如果一所学校环境优美，条件设施好，办学效
果显著，社会声望高，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一走进这所学校，就会产生喜爱这所学校，想在这里
努力学习的思想。 （2）教师引发。教师优秀的上课艺术，对学生的热忱的情感关怀，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3）教材、教具因素。选择较好的教材，学习资料，使用多媒体，实物教学等教学手段
，能使学生产生更大的兴趣。 （4）其他原因。如同学问的友好相处，学习上的进步成果等，也可增
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在于培养。兴趣不是天生就有的。学生在一段时间的学习活动中，积累了一
些知识和经验，做起事来得心应手，就慢慢产生了兴趣。兴趣能使学生长时间地做某项学习工作而不
觉得累。一名优秀的教师，不是采取软磨硬泡的教学方法，强制学生做他们不愿做的事，而是在培养
学生的兴趣上下工夫，帮学生打好基础，解决困难，树立信心，使他们爱上他所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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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

编辑推荐

《中学生心理》可供教师读者们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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