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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这也揭示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事

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虽然，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晚、发展慢，但是目前我国对心理健康教育发展

越来越重视，为了促进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只有发现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并且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他们学习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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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social life, more and more adolescents are suffering from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hich also reveal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inadequacies in China’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ause. Although China’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tarted late and developed slowly, Chi-
na is now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or-
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psycho-
logic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o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lay a good fo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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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for their learning and life is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ou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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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目前也进入了稳定的繁荣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地区如港、澳、台地区其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也在上世纪开始兴起[1]。我国内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于

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困境的反思，始于对国外心理健康教育的借鉴，起步于高校学生心理咨询尝试。但

是我国内陆地区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所遵循的教育规则以及所创设的教育体系也不够完善，

存在较多漏洞，甚至部分学校没有将心理健康教育视为教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从 1994 年到现在，我国不断推

行利于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如在 1994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

若干意见》和 1999 年的《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议》中，都明确提出了应加强中小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2002 年 8 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

分层、逐步、有序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系统的部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在政府的大力推行下，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而

完善的机制，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培训了大量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了大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

源。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健康中国的

目标，在此背景下，全力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夯实健康中国的重要社会基石[3]。 
虽然，国家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不断提出各种政策和方针促进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缺点，本文将从目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2. 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定位理解偏差 

人本主义的教学观认为教学是非指导性，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与

传统的认为学生是知识被动的接受者，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学生自身有学习的潜能，

因此，教师只需要提供学生所需要的环境、资源、方法等，让学生自己选择如何学习。并且，建构主义

也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要主动探索知识、主动发现并对所学知识进行建构；由于学习是在一定的

社会背景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理论认

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理所

当然是促进人的心理成长、发展与自我实现，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把学生视为自身心理发展与建设

的主人，把人的主体性发展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从学生的心理需求发展，一切为了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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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全发展，一切服务于学生的心理潜能开发，一切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学生的生命和生活。

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通过多种途径，强化与学科教学的结合，并有机地融合在班主任工作和

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之中，体现在各种丰富多样的活动训练中，反映在环境优化和潜在教育资源的利用上。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定义为：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培养和促进中学生心理健康为目的，通过

活动、体验、讨论、训练、讲授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人际、生活等方面进行有计划、有目的辅导，

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良好的适应能力以及自我调控能力，增强其心理压力承受能力，能有效

的应对来自学习、生活、人际的各种状况，顺利的渡过青春期的健康心理的教育活动[4]。心理健康教育

教学方法陈旧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后的重要原因[5]，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需要

掌握一定的技巧和方法，部分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的正规课程中，当成一门学科来对待，

在课堂上系统讲授心理学的概念、特点、理论、方式单调、乏味，学生则记笔记、背书，更有甚者，还

安排心理健康教育的考试，这无疑是增加学生的学习和心理负担。很多教师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做德

育课程，以说服教育为主，教育时间随机、教育地点随意选择，例如在课间或者放学后在班级、办公室

或者走廊对学生进行短暂地教育，教育的主要问题也是围绕学生的学习问题进行，如考试成绩、上课表

现、作业完成度等，没有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更没有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部分教师过于关注各种

心理测验，比如用智力测验测评学生的智商，并且以此作为评判学生能力的唯一标准，老师过于依赖测

验的结果，这给学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让学生认为自己能力低下，导致学生情绪低落，长期以往，

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心理问题[6]。另外，我国教育一味追求学科化和“应试教育”，但是，心理健康教育

并不是日后高考的重点科目，因此在小学的教育当中，它并不是教育的重点，甚至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

可有可无的内容。忽视的态度，导致学生也认为心理健康的学习远不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这种流于

形式的教育，无法达到心理健康的目的。 

2.2. 课程教材未统一 

建构主义强调知识具有动态性，知识是相对的、不确定的，世界是不断发展的，知识也在不断变化；

知识具有情境性，需要针对具体的情景，对已有的知识改组，重组甚至改造才能解决问题；知识的学习

具有主动建构性，学生会利用自己已有的经验，积极主动地进行意义建构。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要求，

《心理健康教育》已被纳入中小学国家课程方案，属于必修课程，并且每周不少于 1 课时。但在省、市

2021 年秋季~2022 年春季中小学教科书目录中，却没有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相关文件提出：“《心理健

康教育》教材，可由财政安排专项经费购买，免费发放给中小学生使用，也可由学生自愿到新华书店等

正规书籍发行部门购买[7]。”但是目前大多数的地方学校并没有专项经费用于购买这两门课程的教材，

所需教材都是学生自主购买。编写校本教材，一方面受限于各个学校的师资水平，有部分学校难以达到

满意效果；另一方面，教材编写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省大代表谢红平指出“没有统一教材，很难

形成统一标准，势必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弄不好会导致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个别学校流于形式”[8]。 
在教材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教材价值取向是学科本位的或社会本位的，这种教

材忽视了学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价值。这种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没有将学生放在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一切为了学生的心理成长这一基本主题，在教材基本内容上的失重。并且相当一

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编写是仿照一些优异教材进行，没有独特性和创新度，热身游戏开发的数量较少，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3. 课时安排难保证 

根据福建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调查发现，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是覆盖面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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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薄弱、课时安排难以保证。在这次福建省的调查中，参与调查的各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的周课时

数差异较大。其中心理健康课周课时数量为“1 周 1 节”的学校占比 51%，“2 周 1 节”的学校占比 28.2%，

“没有安排”的学校占比 11.2%，还存在部分 1 月 1 节等不同课时安排的学校。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还会出现被其他任课教师挤占的情况。参与调查的中小学中心理健康课被挤占现象较为突出，

其中上课时间“偶尔被挤占”的学校占比为 34.7%，上课时间“经常被挤占”的学校占比为 4.9%，“从

未上过课”的学校占比为 13.7% [9]。 
甚至还有部分学校都没有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及没有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在大多数的中小

学校中，由于师资力量不均衡，很多学校选择返聘退休教师、班主任、政治教师或者其他任课教师充当

心理教师，不少教师借此机会直接将心理健康课程上成自己所任教的课程，每周仅有的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直接被挤占。 

3. 完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措施 

3.1. 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和普及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

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宣传，让社会、学校、家长能够明白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生发展中能够起到重

要作用，保证在学生的心理发展出现问题的时候，心理健康教师可以采取相应的专业措施帮助学生渡过

难关。最重要的是，要让其他学科的教师了解到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包括学习辅导，还有生活辅导、职

业辅导。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如小学以游戏和活动

为主，初中以活动和体验为主，高中可以体验和调适兼顾，但是都要始终贯穿一条活动主线，突出实践

性和实效性。建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可以针对学生的问题，采取一对一的辅导方案，也可以针对学生的

共性问题，进行团体辅导。上网已经成为青少年的主要放松和交往方式，通过互联网建立线上咨询热线、

咨询网站等方式，在网上交流可以更好地保护学生自身的隐私，有利于学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困惑告

诉相关的咨询人员，保证咨询效果的最大化。 

3.2. 开发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材 

从教材的出版数量来看，2008~2012 年公开出版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50 本，其中 2008 年出版４本，

2009 年７本，2010 年 11 本，2011 年 13 本，2012 年 16 本[10]。但是，目前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编制依然

存在“拍脑门”现象、教材缺乏更新性、教材内容难以操纵等问题。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发要

遵循相关的原则。如可行性原则即根据本校实际情况、教师的实际教育能力、学生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需

要，有针对性地选择、确定适宜于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发展性原则，确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内容时应“面向全体、注重发展”，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有代表性的主题内容，重视发挥心理健康教

育的“预防、促进”的功能。在内容的安排上以发展性目标为主，防治性目标为辅，并体现层次性、阶

段性和连续性的特点。教材也具有选择性的特点，让每个学生各取所需，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需要，能

帮助自己解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的信息。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也可以通过问卷、谈话等方式提前了解班级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对症下药，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在教学中采用专门的教材也

能够体现出学校、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开发心理健康教育校本教材[11]。黄石卫

认为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建设应该向教材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发展，注重心理健康与德育相结合、

关注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相结合、坚持教材的生活化，保证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教材的全面性与选择性、

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相结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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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夯实课程设置与提高课时保障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途径，也是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各地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到至少保障心理健康课的基本课时，杜绝随意

挤占课程现象。中学高年级是学生面临升学压力的重要时段，出现问题的几率更大，更应当保证基本的

课时。此外可增设生涯规划系列课程以契合这部分学生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

此外，各校应明确心理健康课的定位，真正做到心理健康课为学生服务，避免心理健康课的形式[13]。 
领导部门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程的监管，特别是挤占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程的情况，可以对

违反相关规定的教师进行处罚，也可以制定相关的制度，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落实和实施，规定要

具体明确。另外，领导部门可以设置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部门，由心理健康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对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监督，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研究、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评估，为心理健

康教育的教师提供交流的平台，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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