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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学心理辅导活动课教师的“智勇双全”

河北区教师进修学校 陆钰

随着社会和学校对学生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不断加深，心理

健康教育成为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学校

将心理辅导活动课作为学校心理辅导的主要形式。心理辅导活动

课是以系统的活动和心理训练的方式开展心理辅导的一种形式，

具有多维度沟通、感染力强、多因素交互作用、效率高等优势，

是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和载体，也是中小学

活动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开发的一种有益补充。但是，心理辅

导活动课又与学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活动为主要载体的课

堂在组织上难度较大，尤其是教师角色的把握，成为决定活动课

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作为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教师如何保

证课堂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呢，笔者认为，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教师

应做到“智勇双全”，才能成功的完成一节心理辅导活动课，达

到预期目标。

一、 心理辅导活动课教师需要“智”

“智”主要是指从活动的设计、组织、结束，无不需要教师的智

力投入，以“智”促教。

（一）活动准备——精心设计，设想周到，蕴藏着教师教育智慧。

就目前其发展现状来看，心理辅导活动课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

教材，教师要承担制定教学目标和设计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的任务。因

此，教师要喻智慧于目标设定和内容选择之中，依据学生需要认真选



2

定教学目标和内容，并寻觅恰当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以激发学生强烈

的主体参与意识，实现表现形式新颖别致并与目标内容和谐统一。

此外，教师要合理预期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先估计、

尽量避免可能发生的对学生造成心灵伤害的事件。在设计一堂以“学

会赞扬”为主题的心理辅导活动课时，教师事先为每位学生准备好可

以写上文字的粘贴。按照老师的设计，同学们将优点写上并贴到相应

的同学的衣服上。活动结束后，老师看到有一位同学身上没有任何的

粘贴。此时，老师拿出自己准备的带有笑脸的粘贴贴到了她的衣服上，

并说：“某某同学学会了赞扬别人，这是一个优点！”教师准确预料到

课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做好了防范措施，不但保护了这个

同学的自尊心，也使得所有的学生在课上都有所收获。

（二）活动过程——营造良好氛围，实现全员参与，根据活动发

展形势随机应变，展现教育机智。

首先，教师要在开展活动之前要营造宽松、民主的活动氛围，调

动学生的兴趣，力争实现全员参与。

建立和谐的活动氛围是实现全员参与的前提条件，更是一节心理

辅导活动课成功的关键因素。丰富新颖的“暖身运动”经常作为心理

辅导活动课的开端，在活动中实现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放松、由

怀疑到信任的转变。例如，为达到分组活动的目的，暖身运动中通常

以抽签、数字排序等方式进行分组，一位教师创新了分组方法：所有

同学手拉手站好，自 1（哆）至 4（发）唱出音符。既完成了分组，

又使活动气氛得到了活跃，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课堂上，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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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

其次，增加个人敏感性，准确判断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用教育机智化解教育矛盾和冲突。

学生是复杂的教育对象，在动态的课堂环境下，学生的潜在能力

会随时随地被激发出来，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各异，

各种奇思妙想、生活经历，会在瞬间奔涌而出。这些都要求我们的教

师具有转化教育冲突、把握教育时机的能力。

笔者在观摩一节高二年级“青春期交往”活动课的时候，经历了

这样的一幕。教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假设的场景：如果有一个异性同

学给你传纸条，约你出去，你会怎么处理？很多同学拒绝出去见面，

得到了教师预期的效果。当问到一个男同学时候，他回答：“我会先

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的话就接受她的邀请。”这突如其

来的答案使得在场的教师和学生措手不及，有的同学甚至频频点头，

发出笑声。教师在经过了短暂的沉默以后，对那位同学说：“谢谢你

的回答，我相信这也是部分同学心理面的真实想法，但是，这只是你

们头脑中的一闪念，理智会告诉你们不能这样做，你也不会真的这样

做的，对吗？”那位同学听了老师的话，点着头坐下了。这个“突发

事件”一方面让我们惊讶于学生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不得不佩服

这位教师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教育机智。

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教师首先要允许超常规的事件发生，更要系统

感受和准确判断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把握教育时机，突破教

学常规，用高超的课堂教学机智转化教育矛盾和冲突，用不寻常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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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便捷高效地机智地处理问题，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实现科学决策。

（三）活动扩展——将活动内容延伸到教室之外，帮助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

心理辅导活动的设计都是依据学生实际而精心设计的，但始终受

到了课堂环境的限制，在活动中也会有很多场景是虚构的，与真实生

活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效果除了取决于课堂上学

生的参与程度和体验感悟，还要看学生将这种体验和感悟能否运用到

实际生活当中，这就决定了教师必须具有“活动扩展”即回归生活的

能力，在活动收尾的时候善于把课堂环境转化成真实环境，例如，在

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发问：“在你的生活当中，或你的身边有什

么类似的事情发生？”这样将同学们的思路延伸到处理真实环境中的

问题当中去，将一些有利表现延伸到现实当中，达到良好的后续效果。

二、心理辅导活动课教师需要“勇”

“勇”即“勇气”，主是指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教师跟学科教师相

比需要更大的勇气。

1．勇于亲身参与，适度的自我开放，真诚地面对学生。

“真挚诚恳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不虚伪，不刻意掩饰，在辅导中

不扮演角色，可以以真实的自己投入辅导。” 这是林孟平教授提出的

辅导员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成长方向依据之一。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教师

不仅仅是心理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更是活动的参与者。一位教师

在进行自我探索活动“生命线”的时候，将自己划出的生命线与学生

分享，讲述自己鲜为人知的经历：遇到挫折时候的失落，获得成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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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喜悦。这样，一方面让同学们感觉更加平等、亲近、和真诚，给

同学们提供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参照，起到示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增进

教师和同学之间的相互信赖，促进其对自己问题的反思。

2．勇于揭示学生的真实心理，倾听不一样的声音，接纳每一个

学生。

心理辅导活动课的良好氛围使得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乐于

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在某些活动中，有明确的道德准则影响，一

条无形的世俗标准使学生心存芥蒂，此时，教师要洞察每一个学生的

外在表现，探索他们的真实心理，允许学生中存在不一样的声音。对

学生的观念偏差或负向认知，不去判断正误与对错，不训斥，不批评，

不必强求学生改正或服从，抱着接纳每一个学生的态度，激发学生群

体的求异思维，并引导学生深入讨论，便可基本澄清是非得失。教师

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参与其中，借助教师的榜样示范和人格魅力去影

响学生的价值观。

4．有勇气面对别人的质疑，以不变应万变。

心理辅导活动课以活动为主要形式，秩序不能井然，效果不能立

竿见影，常受到别人的质疑。的确，随意摆放的桌椅、激烈的思想碰

撞，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课堂极少看到的现象；没有知识点，没有作

业，没有考核，无法立刻提高学习成绩。作为心理辅导活动课的教师，

一定也会在坚守与放弃之间犹疑，会在执着与怀疑之间徘徊。但是，

看看孩子们在活动中的积极与主动，感受一下他们通过活动得到的满

足与幸福，我们要做的就是鼓足勇气面对别人的质疑，以不变的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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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继续我们的心理健康教育事业。

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做“智勇双全”的心理辅导活动课

教师，在活动的过程中和青少年学生一起成长，在不久的将来硕果累

累，在人生的道路上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