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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的
教学探索 文 /邹美凤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

界的关注。中职生正处于身体发育成熟、心理发育不成熟的

身心发展不平衡的转折期，同时又面临较早的择业和就业压

力。中职生更容易出现生活、学习、职业等方面的心理问题。

近年来，职业学校虽对心理健康教育足够重视，但起步较晚，

缺乏经验。教育者凭主观经验使用传统的教育观从事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存在学科化、德育化倾向，

心理健康课只流于形式，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因此，需要

探索更适合中职生身心特点，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教学

模式，该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以活动为组织形式，充分发挥

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参与、讨论、感受、体验、领悟，

在润物无声中自我成长、自我教育，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一、考前心理健康教育课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化倾向

职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不是专业课，不能像心理学专

业那样采用“传递——接受”的方式，把晦涩难懂的心理学

理论知识生搬硬套地灌输给学生，课后布置作业甚至安排期

末考试。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学科知识，

而是为了发展学生的心理品质，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

（二）德育化倾向

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容

易混为一谈，且职业学校中缺乏心理咨询师，一般由德育教

师充当心理健康教育者，套用德育的教学方法开展工作。事

实上，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思想品德教育是对学生道德、

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关注学生的学习、

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关系等方面内容。思想品德教育以说教

为主，坚持价值导向原则；心理健康教育以疏导为主，强调

无条件接纳和价值中立原则。

二、心理活动课应采用的教学模式

心理活动课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载体，以“活动”

和“体验”为核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暖身导入教学模式

心理活动课需要教师营造轻松、开放、安全的学习氛围，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消除学生心理抵触，建立彼此信任，

方可敞开心扉融入团体活动中。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暖身活

动。基于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对活动课感到迷茫，

为了打破僵局，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课前需要安排 3 至 5

分钟暖身活动。暖身活动可选择故事、音乐、游戏等等。故

事可以启迪心灵，引人思考；音乐可以让人放松，减轻紧张

焦虑情绪；游戏可以营造良好的氛围。暖身活动的选择应遵

循全员性、趣味性、一致性、时效性的原则，面向全体学生，

人人参与互动；具有趣味性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暖身活动

紧扣活动课主题，体现了一致性的作用；暖身活动素材的选

择应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易于打动学生的心。

（二）诱导式教学模式

诱导式教学模式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创设活动情境，

引发学生产生情绪情感体验或某些行为反应。教师按活动主

题设置一系列问题，诱导学生积极发言，分析问题，交流分享，

思考体会，教师不做过多的讲解，耐心倾听并见机适当引导，

把握活动方向，对学生的发言保持价值中立，不做对错评判。

教师鼓励学生做深入的自我探索，让学生在较深的自我卷入

与自我开放中，通过自我领悟，自我体验、自我实践，获取

新的感受与想法，开启改变与成长的契机；指导学生彼此间

的分享与回馈，使学生能把同伴在活动中获取的新经验与自

身的经验加以整合，从而深化辅导效果 [1]。

（三）他助——互助——自助的教学模式

现代教育观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生不是被动的，

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自我教育的潜力，在心理活动课中，以

学生的直接经验为中心，特别需要师生、生生之间建立平等和

谐互助的人际关系，需要活动中的每位成员真诚直言，拉近彼

此的心理距离，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教师引导学生入情入景，

促进学生毫无顾虑地暴露问题，自觉地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与

理解，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获得心理支持和成长经验。在这样的

团体活动中，学生作为其中的一员，既是助人者，又是受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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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种教学模式是相互联系的，活动课成败取决于暖

身导入能否调动学生投入的积极性，诱导式模式和他助——

互助——自助模式是否贯穿应用于整个教学过程。

三、教学方法应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心理活动课是师生、生生之间的心理交流，授课形式应

灵活多样，传授的内容应丰富多彩。

（一）小组讨论法

心理活动课强调人人参与，为了能够使活动辐射到每一

位学生，采用分组围圈的布局来代替传统的“秧田式”课堂

布局，一般采用自愿结合分组法，可提高学生参与的主动性。

教师担任讨论的组织者和向导，引导学生对某一主题发表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研讨共同成长的方法。小组讨论充分开放，

学生可以尽情倾诉、自由表达，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

互动性。例如，在“人生刻度尺”活动课中设置一些问题让

学生讨论：对于人生，你有哪些最重要的目标？你是如何决

择的？这个活动对你的未来有何影响？通过学生讨论，自我

剖析，让学生审视和反思自己过去的人生足迹，探索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珍惜每一个当下。

（二）角色扮演法

让学生模仿或扮演特定的角色，表达某种想法或重现某

件事的始末。学生身临其境地尝试或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

拓展生活知识面和训练行为适应性。成员通过观看、讨论、

分析、想象、感受、体验，心灵受到启发，促进共同成长。

角色扮演具有塑造行为、宣泄情绪、澄清问题等作用。可采

用空椅子法、人生 AB 剧等。举例：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小李

遇到同班同学小陈，小李向小陈点头微笑示意，对方好像视

而不见，毫无反应地走了过去。A剧：小李心里很不是滋味，

心想：“这家伙太瞧不起人了，我很生气，以后不理他了”。

B 剧：小李心想：“小陈可能边走边思考问题，没有注意到

我向他打招呼，这是常有的事，我和他还是好朋友”。只见

小李微微一笑，愉快平静地继续往前走。学生通过角色诠释

不仅学会换位思考，也学会理解和宽容他人。

（三）游戏教学法

游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以将学生的内心世界投

射出来，展现真实的自我。游戏活动形式新颖、操作独特、

参与面广、震撼力强，赢得了师生的青睐。如在“疫情下

的关爱”活动课暖身阶段互相托扶游戏：4 人一组，1 人站

在前面，3 人站在后面手拉手，前面的人缓缓向后倒，后面

3 人小心地托住并轻轻地把前面的人推回原位。互换位置，

每位学生依次尝试。通过游戏让学生感受到当困难来临时，

你并不孤单，我们始终和你在一起。

（四）案例教学法

结合教学目标，选择贴近生活，具有典型性、时代性的

案例，让学生讨论分析，激活学生思维，学会反思自我，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呈现（经学生同意）：晶晶来自湖

北省随州市，寒假跟家人回老家后，接踵而至的是疫情爆发、

“封城”等重大突发事件，心里很恐慌，所幸全家平安度过疫情

期，迎来复学好消息。虽然严格遵守学校对来自疫区学生的

各项防控措施，但是非常担心受到同学的歧视，所以，整天

独来独往、郁郁寡欢。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学会识别他人

情绪，表达关爱，同理共情，助人自助，促进学生人格的健

全发展。

（三）实践活动

心理活动课应做到课内和课外、校内和校外有机结合。

如课后拓展训练、志愿者服务，勤工俭学等活动。目的是使

学生在活动中体验领悟的知识迁移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达到

学以致用的效果；同时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和社会适应

能力 [2]。

四、心理活动课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有效手段，

为教师提供即时反馈，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不断提高教学

水平。评价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教师自我评价

活动课结束后教师应及时做好自我评价，自我反省，力

求真实、客观。

（二）学生反馈

学生反馈对提高活动效果有重要意义，可通过不记名问

卷调查方式进行。

（三）专家评定

专家评定是对教育者的教学水平最有力的评价，可通过

查阅教案、实地考察、听取各方意见等方式进行。

五、结语

职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运用

有效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课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教师要当好学生教

育和未来顺利就业的引路人。在教学探索中，如何把握“牵”

与“放”的关系，尚有待我们进一步摸索和提升。

（作者单位：福建省莆田市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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