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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中学图书馆在提高学生素质方面优势明显，而中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生涯的关键

时期，同时也是心理塑造的黄金阶段。在中学图书馆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必要

性，图书馆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充分行使自身职能，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推动心理健康研

究，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揖Abstract铱The middle school librar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students' quality, and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is the keyperiod of students' learning career, as well as the golden stage of

psychological shaping.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middleschool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libraries. Librar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fully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promote mental health research and

help students growuphealth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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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书馆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有较大比例，它不仅是课堂

教育的拓展，还是家庭教育的二次补充，在开展中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2 中学图书馆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必要性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指出，教育不一定要在学校，

除了学校之外，第一要选择的就是图书馆，由此可以看出图

书馆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作为仅次于学校的存在，图书馆

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情报收集、资料存储，还起到了社会教

育的功能。

其次，中国对于中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仍旧处于探索当中，

现在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发展，需要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而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交流与存储的地方，

则是中学生心理健康理论探索的最佳场所，海量的信息资源

可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中学图书馆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优势

3.1 良好的环境能帮助净化学生的心灵

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从心理学

的角度进行分析，人与环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犹如

水滴石穿，逐渐对人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影响。陶行知先生曾

言，好的环境本身就有教育作用，而图书馆往往被人认定为艺

术文化的象征。一座极具艺术性的图书馆，很容易被大家所接

受，使读者不自觉靠近，也就更容易产生积极的影响。

图书馆的周围往往种有花草树木，优雅的环境能够让人

放松心情，使其很容易融入到学习之中。读者在这种环境中，

可以进行知识的学习，更能在这里消除眼睛疲劳，转换大脑，

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准备。图书馆作为学生除教室以外的学

习场所，应该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学生的影响。所以，图书馆

的内部设施，应该保持通风，保证读者使用的地方有充足的阳

光；其色彩应该避免夸张，选用低调素雅的颜色进行装修，这

样才有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提高阅读效率。

图书管理员作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应该做好自

己的本职工作。良好的阅读环境能够帮助读者快速进入阅读

状态，在经过繁重的学习之后，能够在图书馆中放松心情，缓

解压力。此时的图书管理员要做的不仅是对图书的管理，还需

要做好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衔接工作，使得读者在文化殿堂

中能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与人文关怀，在充实自己的同时，感

受到知识带来的乐趣，并养成乐于探索的精神。

3.2 阅读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无数中外学者的心中，阅读对心理有极强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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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阅读有助于心理状态的和谐。英国哲学家培根对于阅

读与心理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其看来，阅读所能带

来的不仅是能力，还有气质与乐趣。对于这一点，毛姆也表示

认同，良好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帮助自己建立一个缓冲

点，无论何时遇到磨难，都可以到此暂避。20世纪初，名为塞

缪尔的美国学者第一次提出了“图书疗法”，通俗来讲，就是利

用阅读实现心理治疗。在 20世纪末，这一概念被英国图书专

家补充为“阅读疗法”。传入中国时，被翻译为“书目疗法”，也

就是借助书籍达到治疗读者的目的。

书籍阅读为何会帮助读者克服困难，从而达到医治心理

疾病的目的呢？古语有言“书者，舒也”。换言之，书籍是一种

传播媒介，可以当作触发剂，引发读者心中的共鸣。每一部被

刊登的著作，都蕴含了作者浓厚的感情，而读者阅读的过程，

就是移情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书中蕴含的哲理、作者所要

传达的情感等都会被读者接收，进而消化重组，以此达到教育

的目的[1]。

美国一位擅长精神病的专家高尔特提出，图书馆在某种

意义上是一座治疗心理疾病的药房，所服务的对象就是各类

情绪失控的人，他们依据自己的病症到图书馆进行治疗。这一

过程相当微妙，“患者”通常情况下不需要求助于任何人，依照

自己心中所想，就能达到治愈自己的目的。对广大群众而言，

这是他们愿意采取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4 中学图书馆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途径
在图书馆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依据其职能以及中

学生的心理特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4.1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

展。现阶段，当代中学生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更需要具备良

好的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由此，图书馆应该做到以下方

面：第一，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读书活动，号召广大学生打心

底接受阅读，并喜欢读书；第二，在图书馆的藏书上，力求全

面，图书馆内不仅要包括专业书籍，还需要涵盖其他学科，在

保证资料全面的情况下，还要将所占比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

范围内；第三，通过读书推荐、图书导读推荐，帮助学生建立良

好的阅读习惯，这一过程实施需要教师与学生、图书馆与学生

之间默契配合，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开展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方面的作用。

4.2 密切图书馆与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素质教育的提出以及推行使得教育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从当下的教育环境来看，素质教育的

实施任重而道远。心理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应

该得到大家的重视。因此，无论教育工作者，还是家长，都应该

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这种关心不应该只表现在课堂学

习与测验成绩中，还应该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图书馆作为学生

课下接受学习和教育的主要场所，应该得到充分利用；教师作

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在学生心理塑

造方面的重要性，密切图书馆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教师

可以通过开展图书馆主题活动，使得学生从心理上认同，避免

产生抵触情绪，便于开展下一步工作；对学生自身来说，要从

心理上接受阅读带来的积极影响，从而将阅读带来的积极影

响扩大化[2]。

4.3 图书管理员提高专业素质

图书管理员作为图书馆的门面担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图书管理员的素质对学校图书馆教育

职能的发挥有着直接影响。此时，需要图书管理员提高专业素

质，以便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只有图书管理员的素质

提高，读者才能更容易打心底接受阅读带来的力量与改变。若

要提高管理员的专业素质，需要做到 3 个方面：首先，图书管

理员要具有敬业精神，做好图书管理工作，对读者遇到的问

题，能够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解答；其次，要养成良好的职业

道德，无论何时都要微笑待人，使得读者感受到如浴春风般的

温暖，打心底接受阅读；最后，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在提升

专业技能的同时，深挖所学知识，成为素质教育的推动者，为

人才的培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结语

图书馆作为学生进行学习的第二课堂，应该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成为素质教育的有力推动者。中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

关键时期，该阶段的学生心理不成熟，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此时就需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帮助。学生教育任重

而道远，无论何时都不可掉以轻心。这就对学校以及社会各界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谋求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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