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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的健康心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长期而系统的过程。因此，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能够更

好地普及心理健康相关知识，为学生应对心理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普遍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在初中

阶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尽管许多学校

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该课程存在内容不全面、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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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ealthy psychology for students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achieved overnight; it needs to go 
through a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process. Therefore, offer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can better promote knowledge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students 
to cope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generally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quality. The in-
troduction of a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at junior secondary leve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38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6382
https://www.hanspub.org/


马一萌 
 

 

DOI: 10.12677/ass.2023.126382 2798 社会科学前沿 
 

develop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s necessar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Al-
though many schools have introduc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however, in actual teach-
ing, the course has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content and single teaching method. Through li-
terature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proposes measures for improve-
ment and refi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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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压力不断上升，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备受

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时，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也影响了其学习和发展。因此，从学生个人发展需要

和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来看，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1]。根据 2019 年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60%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自卑等。这些问题严

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发展。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学生是社会的未来，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全社会的心理健康。 
在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日本，心理健康教育的快速发展

始于二战后美国的教育考察团访日，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寻找自我、思考自我、认识自我、压力

应对方法以及社交沟通方法[2]。在美国，国防教育法要求提供经费来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水平，指定学

校推行心理辅导，并对心理健康教育做出系统的评估计划。一些州也利用立法的形式来保障心理健康教

育的实施。这些措施和政策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研

究还关注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支持。例如，在日本，一些学校和社区为学生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并

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这些社会支持措

施在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和推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2 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正式启动[3]。

各省也都根据各自情况对《纲要》进行了响应，积极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例如，上海地区的初中

阶段心理健康教育以课程的形式进行，注重智力因素及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采用心理测试、课后练习反

馈及教师观察等方式进行灵活评价。此外，我国的一些研究也关注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效果和问题。

例如，一些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较差，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 

2.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心理健康 
关于什么是心理健康，国内外学者由于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研究立场、研究方法不同，至今没有

统一的标准，下面从国内外有关专家的不同角度列举几种比较典型的定义。日本学者松田岩男认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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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是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认可的形式适应的一种心理状态[4]。”我国学

者对心理健康的定义张承芬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各种环境中都能保持心理机能状态的良好，在

外界环境的影响下能不断调整自己和内部的心理结构，使其能够与外界环境保持协调与稳定，在逐步提

高个体心理发展水平的同时完善人格特质[5]。”冯忠良认为：“心理健康是人类个体对其生存的社会环

境的一种高级适应状态。”而所谓适应，实质上是有机体对环境影响的调节功能[6]。李慧生认为：“心

理健康指人的一种心理机能状态，这种状态较稳定和持久。这种状态是个体在接触社会环境时与社会环

境的相互作用，主要是与人交往中心态是否正常，需要、情绪和认知是否保持稳定，在真实的自我表现

下保持稳定的人格特征并达到一种和谐状态[7]。” 

2.1.2. 心理健康教育 
陈家麟教授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就是主要依托心理学技术及理论，并结合学校日常的教育和

教学工作，根据学生心理和生理的发展特点，制定一定的计划和目标，对学生的心理素质进行培养，对

学生的心理潜能进行开发，从而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提高素质起到促进作用的教育活动[8]。”林崇德

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心理素质、提高其心理机能，充分发挥其心理潜能，引导个

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在教育活动中是教师与学生心理互动的活动过程，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9]。”董优梅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指在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下，运用教育的手段以丰富学生的

心理健康知识，完善他们的人格，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发掘他们的心理潜能，使之最大限度地实

现自我[10]。”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本研究对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义：初中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指学校根据初中生

年龄和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设定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在活动中有组织地对学生心理施加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以促进其发展，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健全学生个性，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过程。 

2.1.3.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关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概念界定，目前学界也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有姚本先，李群、方双虎，曹梅静、王玲，叶一舵等人的观点。结合现有的研究，本研究采用

姚本先的观点，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定义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关于心理

健康发展、心理素质提高方面的全部教育性经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由心理健康教育学科课程、

活动课程、环境课程和融合型课程等部分组成[11]。 

2.2. 理论基础 

2.2.1 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的林崇德教授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比较系统，他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

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该遵循六项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二是，尊

重和理解学生原则；三是，预防、治疗和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四是，全体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五是，

助人自助原则；六是，允许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多样化的原则。关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林崇德认为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应该要进行专业的培训[12]。林崇德提出的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材、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依据。 

2.2.2. 人本主义教学理论 
人本主义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提倡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更好地发挥学生自主能动性。

增加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开放学生自我潜能及自我能动性，从而有利于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的教学效果[13]。在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教育者可以通过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个体差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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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和价值观，提高自尊心，从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2.2.3. 发展心理学理论 
刘国艳提出：“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个体从受精卵开始到出生到成熟，直至衰老的生命全程中心理发

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的科学[14]。”人的心理成长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会呈现出不一样

特点，而有了发展心理学，成长的规律和特点得以解释。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狂风暴雨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内容的设置应该结合发展发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做出调整。 

3. 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现状问题原因分析 

3.1. 课程设置系统不全面 

1) 课程开设不全面出现的原因有：学校管理者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方面，学校领导者观念陈旧

落后、认识片面。在课程开设上，仅开设初一、初二年级，初三年级并未开设。学校对于课程的安排倾

向于需要中考的科目，因为这些科目与升学率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初三年级的课程较之初一、初二

年级增多，课程安排有限，在优先安排中考科目之后，心理健康教育就被“挤”出课程表。由此可见“重

文化，轻心理”的观念依然严重。另一方面，学校管理者重视不够。新冠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学校都响

应教育部的号召，开展“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活动。而本中学在疫情期间没有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做

出相应的调整，可见学校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视不够。 
2) 挤占课程现象严重存在挤占课程的原因有：一、非心理健康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视程度低。

心理健康教育课不需要参加升学考试，与其他不用参加升学考试的科目一样，被称为“副科”，而需要

参加中考的科目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科目，所以被称为“主科”，由于非心理健康教师的认识不足，重

视不够，在考试前后挤占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现象更为严重。二、学校管理者重视不够，监管不力。学校

管理者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环节疏于监督管理，对于心理健康教师的教学情况不清楚，也没有针

对于换课、挤占课程行为的相关规定，导致教师之间换课、占课等现象频繁发生。 

3.2. 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1) 课程目标不清晰在访谈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该中学学校管理者在管理上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一

般的文化课程等同起来。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一般的课程是有区别的。一般课程的目标的结果是可以

预料到的，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具备非预成性，学生的发展具备极大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课程实施的

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另外，心理健康课程目标设置过过于空泛，操作性不强。例如，某教师在制定某个

课时的目标时提到“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类似于这样的课时目标在心理健康教师的教案中经常出现。

而这样的目标显得空泛和抽象。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第一，学校管理者观念陈旧，没有认清两者目

标的区别。统学科课程目标强调认知性、封闭性和预成性。教师和学生一般会根据预定的方案进行教学

活动，教学成果是可以预料的。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要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人格的

全面发展。可见，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的目标更注重个体心理的体验性。第二，教学目标抽象、空泛。

在没有教材为依据的情况下，教师往往根据《纲要》的要求进行目标设置。比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帮

助学生学会调节情绪、帮助学生提高性心理健康水平等，这些目标的设置都过于抽象和空泛，不够具体。 
2) 教学方法单一对学生的调查可知，教师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为知识讲授法和多媒体教学法。知识

讲授法是一般学科都适用而且常用的教学方法，它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忽视学生的主动性。由于学生

几乎在每一种课堂上都体验过知识讲授法，所以知识讲授法对于学生而言是枯燥无味的。存在上述问题

的原因有：第一，讲授法易于操作，教师运用起来较为方便；而且讲授法一般能够比较系统的讲解知识

点，对于学生识记有帮助。第二，由于学校没有专门的团体辅导室或者专门的活动场地，上课地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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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室内，在室内活动约束比较大，所以有些教学方法，诸如游戏法、角色扮演等在室内不好进行。 

3.3. 师资力量薄弱，专业人员匮乏 

据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情况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专职教师配比不足。参与调

查的学校所拥有的心理健康教师中专职人数占比 43.9%；兼职教师占比 56.1%。此次参与调查的学校中心

理健康教师配比情况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其中心理健康教师配比达标的学校占 85.2%，未达标的学校占

14.8%。此外，参与调查的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背景和资质方面有待加强。本次调查中，具备心理学专业

背景的教师占 73.5%；其中拥有心理教师资格证占 87.3%，仍有 12.7%的教师尚无心理教师资格证；无任

何心理健康工作相关资质的教师占 11.7% [15]。 

4. 应对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存在问题的对策 

4.1.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 

1) 学校管理者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重视和落实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方面，学校管理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使得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有制度保障。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行为提出具体的要求，对换课、占课等情况

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学生的行为也要做出具体的要求。为课程的实施创造更良好的条件。第二，为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资金支持，比如

心理咨询室的完善、沙盘室的建立、先进教学设备的购买、先进技术的引进等。只有获得更多的资金支

持，才能更好的促进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第三，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组织领导。心理学科课

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和融合型课程都属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于初三年级课程多的问题，学校管

理者可以灵活组织课程实施，安排活动课程、环境课程或者融合型课程，确保全面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作为学校管理者，要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广泛开展[16]。 
2) 强化管理，确保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 
在制定工作计划和课程安排之后，要跟进课程实施过程，强化管理课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在该初

级中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地位比较低。而学校管理者的行为和态度则影响其他任课教师的行为和态度。

由于领导的重视程度不高，任课教师也会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所以其他人任课教师挤占心

理健康课程的情况十分普遍。课程被挤占会严重削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时。因此，作为学校主管部

门应该强化管理，控制换课、挤占课程的现象，对于不按规定实行的教师和学生，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处

理。学校领导和行政主管部门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视和认识程度，是对课程顺利实施、课时得到保证

的重要条件。 

4.2. 优化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 

4.2.1. 教学法方法的优化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程目的与传统学科课程存在明显不同，它更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自

身的体验和感悟来进行自我探索、认识、完善，通过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调节方法，最终的目

的是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教师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必须考虑到学生的需要[17]。因此，教师应优化

心理健康课程实施的教学方法，灵活选择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根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点，笔

者在此探讨了几种适合这门课程实施的教学方法。 
1) 角色扮演法角色扮演是一种由教师来设定某些情境和主题的方法，以便学生通过行为模仿或行为

替代来扮演角色，体会角色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模式，并表现他们的个性和情感、人际关系、内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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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理问题，然后通过观察和感受，最后由教师分析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让学生受到教育。角色扮演

方法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发泄他们的情绪，并从中学习到理性和有效的行为方式。常见的角色扮演方法包

括相声表演，哑剧表演，角色互换，情景剧和小品表演等。相比讲授法，角色扮演法更能调动学生的兴

趣，使得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其中，课堂氛围也会比较活跃。 
2) 情景体验法情境体验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引入或创设出以特定情感色彩和形象为主体

的生动而具体的场景，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让学生在体验中感受到自己的心里反应状态，提高学

生处理心理问题的能力。例如，许多初中学生会在考试时出现焦虑紧张的情绪，为了帮助学生缓解这种

情绪，教师可以模拟考试的场景，再现考试时的情景，让学生在模拟的情景中进行反复训练，通过不断

强化使学生的焦虑消除。 

4.2.2. 建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同于其它学科的课程，其它科目重视预定目标和计划的达成程度，通常采用卷

面考试的方式进行课程评价；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很难通过卷面考试反映出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评

价方式和类型是多元化的，多角度的[18]。按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将课程评级分为很多种。 

4.3. 应加强师资力量培训和专业化建设。 

首先，充足的师资是开展心理健康课程的必要保障。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

理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21]10 号)，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 1 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县级教研

机构要配齐心理教研员。各地市应进一步核对专职心理教师的配备情况，统计缺编数量，及时补充、补

足[19]。 
其次，应加强对兼职心理教师的专业化培训，实现兼职教师的专职化。具体而言，应注重对兼职教

师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培训，革新理念，提升专业能力，可鼓励兼职教师积极参加心理健康活动课等技

能大赛，以赛代练，积极参加研学实践、工作坊、专题培训等多种活动，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支持[20]。 
最后，教育部门应当提高心理健康教师的待遇。中小学心理教师的职称仍以初中级为主，高水平和

专家型的心理教师仍有待成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小学心理教师职称评聘的困难。心理健康教师的编

制、职称评定方面名额较少，会导致心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建议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

提高心理教师的待遇，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及时肯定，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同时吸引更多的教师参与到心理

健康教育的工作中[21]。总之，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胜

任力，是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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