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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iddle school biology education on student mental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goals and content of middle school biology,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ing biology knowledg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velopmental	stages,	it	examines	the	composi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standards.	It	briefly	outl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between	biology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not 
only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biology	education,	but	also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biology	
education and student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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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探究通过教育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中学生物教育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依托中学生物学科教育目标与内容分析，
论文阐明了生物知识学习与中学生情感发展之间的相关联系，并结合中学生的发展阶段特点考察其心理健康的构成和影响
要素以及对应的评估标准，浅层梳理出了生物教育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影响机制，也从跨学科教学的实践和探索方面提出了
建议。论文的结论不仅对生物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也可以丰富生物教育与学生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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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一直是教育界和心理学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对学生

整体发展的促进和指导。其中，生物教育作为中学阶段重要

的学科之一，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备受关注。

众所周知，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阶段，尤其

近几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导致的极端事件呈增多趋势，心理健

康问题不容忽视。生物教育作为学生认识自然和人体的重要

途径，其所传授的知识和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潜

在的影响。因此，探究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不仅有助于指导中学生生物教育的教学改革，更有助于促进

中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

此次探究旨在发现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试图深入挖掘生物教育在中学生心理

健康中的作用机制，为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提供理论依据

和实践指导。

因此，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深入了解生物教育对中

学生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更在于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深

入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指导教育教学实践，也可以促进中

学生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2 生物教育的理论基础

2.1 教育心理学概述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中产生的心理现象和规律的一

门学科，它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教育实践

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支持。在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

康的影响机制研究中，教育心理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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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的概念涉及教育心理学的定义、研究范围

和研究对象。教育心理学以人的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教

育现象为研究内容，是研究教育问题的一门基础学科。其研

究范围包括了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动机等心理过程，

以及教育活动中的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教育因素，旨在探

讨教育与心理在互相作用中的规律。而生物教育作为教育的

一部分，也受到了教育心理学的影响。

教育心理学对生物教育的影响体现在教学内容的设计

和教学方法上。生物教育教学内容的设置需考虑到学生的认

知特点和学习需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实际情况，以

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果。同时，在教学方法上，教

师需要根据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原则，采用符合学生心理发展

规律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消化所学知识。

教育心理学还对生物教育的教学评价和学生发展进行

了指导。在教学评价方面，教育心理学的评价理论为生物教

育的教学评价提供了理论支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心理

特点，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方式，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

情况。同时，教育心理学的发展理论也为教育者提供了指

导，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心理学对生物教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它通过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方面，

为生物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因此，在研究中

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时，需要充分考虑

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研究生物教育

的影响机制，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更好的保障。

2.2 生物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生物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生物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对

生命科学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同时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

新能力。生物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细胞结

构和功能、遗传与进化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可以

帮助学生建立起对生命的基本认识，理解生命现象的本质，

形成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

生物教育以其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对中学生的心

理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生物教育内容丰富多样，涉

及生命的方方面面，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使他们对生命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探索生物学奥秘与

生命过程，学生可以获得成就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自信心

和自尊心。其次，在生物教育过程中，学生需要进行实验、

观察、分析等探究性学习活动，这种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

学习兴趣。最后，生物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

能力，这对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

生物教育目标与内容的影响机制是多方面的。首先，

在生物教育中，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到生命是宝贵的，这会促

使他们对生命产生尊重和珍惜之情，从而形成积极的人生态

度和价值观。其次，生物教育的内容涉及生命的起源和变化，

这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面对生活中的

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问题。最后，

生物教育内容的学习需要学生进行多样的实践活动，这锻炼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动

手实践能力，对中学生未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生物教育的目标与内容不仅仅是为了传授

生物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中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能

力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这对学生的综合发展和未来的成长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学校和教师应该重视生物教育的理

论基础和实践教学，努力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提

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2.3 生物知识与情感培养
生物知识对中学生情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生物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生命，包括

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结构和功能等内容。通过对生物知识的

学习，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生命体，这种

身份认同感会对学生的情感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生物知识的学习还可以激发学生对自然界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自然界的奇妙和多样性都可以在生物学知识

中得到体现，这种对生物的探索和发现会让学生产生对生命

的敬畏和热爱，从而培养出积极向上的情感状态。

再次，生物知识的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和责

任感。通过了解生物的生存状况、环境保护等知识，学生可

以更加关心和关注外部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培养出对生命和

大自然的珍惜之心，从而提高自己的情感素质。

最后，生物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健

康，通过学习生物知识，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人体的构

造和功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产生更加积极的态度，这对于

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生物知识的学习对中学生的情感培养有着

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对生命的尊重和爱

护之心，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对于中学生的

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

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4 中学生发展阶段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中学生的发展阶段也

日益受到关注。在这一阶段，他们正处在青春期的变化和发

展中，心理上也呈现出种种特征。因此，了解中学生的发展

阶段，对他们的教育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

第一，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将发生显著的变化。生物教育不仅仅是

传授生物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和心理

变化，树立正确的身体观念，增强自我意识和自尊心，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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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身心发展。

第二，中学生的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对

世界和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生命和生物的认知也更加

全面和深入。生物教育应当根据中学生的认知特点，以问题

为引领，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引导他们去观察、

实验、探究生命，从而让生物教育成为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途径。

第三，中学生在社会性和人际交往方面也面临着新的

挑战。他们需要学会适应集体生活，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生物教育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

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第四，中学生正处于思想和情感的成熟阶段。他们对

自己的情感和人生目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关注自己

和他人的情感需求。生物教育应当注重情感教育，引导学生

正确看待生命，尊重生命，培养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之心，

从而提高他们的情感素养和自我认知能力。

第五，中学生的道德观念也在逐渐形成和完善。生物

教育应当促进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通过了解生

命的奥秘和生态伦理的教育，引导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

态度和正确的道德观念，做到既有理想追求，又有正确的价

值观。

综上所述，了解中学生发展阶段的特点，将有助于生

物教育更好地开展。通过生物教育，中学生不仅仅可以学到

生物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在身体、心理、认知和情感等多

个层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提升。这将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中学生心理健康概念

3.1 心理健康定义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心理方面的良好状态，包括情感

稳定、自尊自信、适应能力强和与社会和谐相处等元素。心

理健康的定义并不局限于消除疾病或症状，而是要求个体在

心理上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具有积极的情感体验和能够有

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进一步来看，心理健康的概念还包括了对自身情绪的

认知和有效管理、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对生活中

压力和挑战的适当处理和调节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

自我认知和情商的培养都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因素在中学

生的心理健康中尤为关键。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增加，心理

健康教育也逐渐受到了广泛关注。在中学校园中，心理健康

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中学生在这个特殊

的成长阶段，面临着各种身心变化和挑战，因此心理健康教

育对他们的影响尤为重要。

除了学校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外，中学生生物教

育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生物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生物知识，更

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健康意识。通过生物教育，

学生可以了解到自身身体结构和功能，以及与生命和健康相

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可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生物教育中，学生能够了解到人体各器官和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这有助于他们对自身身体的认识和关

爱。当学生了解到自己的身体是由各种器官和细胞组成，并

且这些器官和细胞相互协作，才能使人体正常运转时，他们

会更加珍惜和爱惜自己的身体，这种身体意识和身体关爱对

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

其次，在生物教育中，学生也能够学习到一些关于生

命和健康的科学常识和技能，比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预

防常见疾病和应对突发状况的方法等。当学生具备了这些健

康知识和技能，他们在面对身体不适或健康问题时，会更加

从容和理性，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焦虑，有利于维护其心理

健康。

最后，通过生物教育的学习，学生还能够了解到生命

的多样性和进化的理念，这有助于他们树立一种积极的人生

态度和心态。当学生了解到生命是多姿多彩的，并且经过亿

万年的进化才有了今天的多样性，他们会更加珍惜和膜拜生

命，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这种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心

理健康的塑造也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定义并不仅仅是指消除

疾病或症状，而是包括了一系列积极的情感体验和有效的应

对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学生生物教育所传递的关于身体、

生命和健康的知识，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着深远的影

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学生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

健康的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3.2 心理发展的重要性
在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中，

心理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首先，心理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对个体的整体发展

和健康的促进作用上。心理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条

件，而心理发展则是心理健康的内在动力。心理的发展既决

定着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又影响着个体的社交适

应和自然生活。因此，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全面促

进并帮助个体不断完善自我的心理健康状态。

其次，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学习和成长的积

极影响上。从内在动机的角度出发，心理发展直接影响着学

生对生活和学习的态度。一个健康的心理可以使学生更加积

极乐观地面对挑战和困难，更加主动地投入学习和探索中，

从而提高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品质和

发展潜能。

再次，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行为和社会交往

的积极影响上。具备健康的心理状态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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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际关系，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压力，

更好地确立自身在集体中的位置和角色。一个健康的心理能

够使个体更有自信、更有责任感、更有担当，积极参与社会

实践和推动社会进步。

最后，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个体终身发展的

深远影响上。心理健康是一个人全面健康发展、全面参与社

会实践和生活的必备条件。在个人的求知探索、责任担当、

情感维系、社会发展中都依赖着个体健康的心理。而心理发

展正是保障和推进心理健康的内在力量，它为个体的终身发

展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

综上所述，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心理发展作为心理健康的内在动力，在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

健康成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势在必行，有助于从根本上为中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3.3 心理健康评价标准
心理健康评价标准是评价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

依据，也是检验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针对中学

生心理健康评价标准的建立，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评

定，以全面了解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首先，在心理健康评价标准中，需要着重考量中学生

的情绪状态。中学生的情绪波动较为频繁，因此需要评定其

情绪平稳度、情绪表达能力以及情绪应对能力等方面。这些

都是衡量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可以通过问卷调查、

心理测试等方式进行评估。

其次，在心理健康评价标准中，需要考虑中学生的人

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人际关系是中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

部分，需要评定中学生与同学、老师、家人之间的关系处于

何种状态，以及其社交能力和交往能力的水平。这些都会对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评价标准中不可忽视

的部分。

再次，心理健康评价标准还需要考虑中学生的适应能

力。中学生所处的环境多变，需要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才能

更好地面对挑战和压力。因此，评价标准中可以考虑中学生

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情况、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以及压力应

对能力等方面。

最后，心理健康评价标准还需综合考虑中学生的自我

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中学生的自我认知指的是他们对自己

的情绪状态、行为倾向和性格特点的了解程度，而自我管理

能力则是指中学生是否能够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管理自

己的行为以及制定合理的目标和规划等方面。这些都是评价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价

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评价标准需要全面考量中学生的

情绪状态、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适应能力以及自我认知和

自我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

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而采取有针对性

的措施，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3.4 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而且多方面的

问题。心理健康是一个综合概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家庭环境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

家庭是中学生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环境的稳定与和睦对中

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学校教育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学生在校园

内度过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学校的教育环境和教学方式对中

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学校的文化氛围、教学

质量、学业压力等都会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再次，社会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社会环境

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价值观的传递以及社会的支持体系都会

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共同

构成了中学生成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学生的心理健

康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后，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击也是影响中学生

心理健康的因素。面对日益快节奏的生活，中学生需要适应

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要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种矛盾

的心理冲突会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中学生心理健康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环

境以及现代社会的影响。了解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找到更

有效的保障中学生心理健康的方法，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4 影响机制分析

4.1 生物教育与心理健康关系
生物教育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事

实上，生物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生物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论文从多个角度探讨生物教育对

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第一，生物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自然观察力和研究能

力。通过生物实验和观察，学生可以培养细致观察的能力，

激发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热爱之情。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和好

奇心有助于缓解学习压力和心理紧张，有利于提升心理健康

水平。

第二，生物教育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在生物课堂上，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际操作和观察，可以发现

生物世界的奥秘和规律。这种发现和探索的过程会增强学生

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同时也在敬畏自然的同时激发对自己的

自尊心，更好地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品格。

第三，生物教育还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生命科学的教育内容往往涉及生命的诞生、演化和

系统等方面，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学生将更全面地认识到

生命的宝贵和神奇，从而树立起崇尚生命、尊重自然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于学生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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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生物教育也能够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和

团队精神。在生物实验和研究中，学生往往需要合作完成任

务，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这种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互相尊重、

理解和信任，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成长。

第五，生物教育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去关注生命伦理

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让学生明白自己是生物链中的一环，应

该尊重和保护自然。这种关注和责任感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

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情怀，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认

知和情感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影

响作用。通过增强学生的自然观察力、研究能力，提升学生

的自信心、自尊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引导学生关注生命伦

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助于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全面发

展。因此，中学生物教育应当重视这些影响机制，加强对学

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指导，以更好地服务学生的全面发展。

4.2 影响机制理论框架
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理解。在这一部分，我们

将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

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首先，心理健康的建立与心理发展密切相关。中学生

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心理状态对于身体和学习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中学生物教育作为学科之一，通过

学习生物知识，可以帮助中学生建立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和理

解，从而促进身心健康的发展。通过学习生物知识，中学生

可以了解人体的生理功能，认识到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从而培养良好的保健习惯和生活方式，有利于促进中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

其次，中学生物教育还可以促进中学生的认知发展。

生物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然界的认知和理解，而对自然界

的认知又可以促进中学生的认知发展。通过学习生物知识，

中学生可以了解到生命的多样性和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促

使他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更加全面和深入。这种对自然界的认

知有助于中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他们的思

维能力和判断力，有利于促进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再次，中学生物教育还可以促进中学生的情感发展。

生物知识中涉及很多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通过学习这些知

识，可以培养中学生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帮助他

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情感态度。而积极向上的情感

态度对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中学生物教育还可以促进中学生的社会发展。

生物知识中不仅涉及人类生命，还涉及其他生物的生命，进

而引发对于社会和环境的关注。通过学习生物知识，可以帮

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念和责任感，激发他们积极参与

社会实践和关心环境的意识，有利于促进中学生的社会适应

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综上所述，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

一个多方面的过程，涉及心理、认知、情感和社会等多个层

面。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影响机制，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学生

物教育的发展，促进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4.3 跨学科研究视角
在研究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时，

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全面分析。跨学科研究视角能够帮

助我们从不同学科领域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从而更加全

面地理解影响机制。通过跨学科研究，我们可以整合不同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更好地解决复杂而多维的问题。

首先，跨学科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学生的

生物教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心理健康是一个涉及生

物、心理、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复杂问题，而生物教育作为其

中的一部分，其影响机制同样是多元的。通过心理学、教育

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分

析生物教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更有效的干预

和管理方法。

其次，跨学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

联系和共同点。生物教育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个涉及生物

学知识传授、学习方法培养、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等多个方面

的综合过程。跨学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整合这些方面的知识

和方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更好地理解

其影响机制。

最后，跨学科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新

思路和方法。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个长期

而复杂的过程，而单一学科的研究往往难以全面解决这一问

题。跨学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发现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生物

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同时也能够发现新的问

题和思路。通过跨学科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推动生物教育

与心理健康的有机结合，为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更科学、

更全面的支持。综上所述，跨学科研究视角对于研究中学生

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5 结论

综上所述，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有着重要

的影响。

首先，生物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使他们对生命的价值有更深刻的理解。其次，通过生

物教育，学生能够了解自然界的规律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从而培养出保护环境、关爱生命的意识和责任感。再次，生

物教育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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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然后，通过生物教育课程，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

结构和生理功能，了解健康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最后，生物教育还能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和应对挑战

的能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

困难。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物教育对中学生的心理

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对生物教育课程的

重视和管理，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命教育意识，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促进中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同时，学校和家庭也应该共同配合，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共同关注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帮助他们树立积极

的人生态度，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

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希望本研究的结论能为中学生物教育的

改进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SN Izzah,Wiyanto.The Effect of STEM Education on the Attitude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 Meta-Analysis[D].2019.

[2] 郭玉风.融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生物教学的策略与内涵[D].济

南:山东师范大学,2019.

[3] 常静.心理健康教育在初中生物教学中的融入研究[J].课堂内外

(初中教研),2022.

[4] Zhuang W, Education N P.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Education Model on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Taking Ninghai Middle School in Nanjing City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Anhui Sports Science, 2019.

[5] 缑瑞瑞.初中生物课堂渗透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J].

天津教育,2023(3).

[6] 张淑艳.基于拓展教育模式的体育与健康教学对初中生心理

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的实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2019.

[7] Zhang J, Yue P. The Influence of Harsh Parenting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Negative Affec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J].Psychology, 2021.

[8] 张殿湖.初中生物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J].赢未

来,2020(3):100-102.

[9] 张弛.积极反刍思维训练课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D].杭

州:浙江大学,2019.

[10] 黄紫霞.素质拓展训练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和人际信任影响的实

验研究[D].温州:温州大学,2019.

[11] 于学卿.初中生物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研究[J].中学

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20(17):30-31.

[12] 刘鲜.初中语文教材中贬谪古诗文对学生挫折教育的影响研究

[D].延安:延安大学,2020.

[13] 赵庭明.家庭教育对初中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J].才智, 

2020(8):63.

[14] 武子侥.初中生物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初探[D].沈阳:辽宁

师范大学,2020.

[15] 程焕枝.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运用慕课开展性教育的实践研究[D].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