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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普及

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了解心理调节

方法，认识心理异常现象，掌握心理保健常识和技能的心理

辅导活动课程，具有发展性、预防性、补救性功能。课程宗

旨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他们身心和

谐可持续发展，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规定，在地方课程和校

本课程中，每 2 周至少安排 1 课时心理健康教育课。 

为规范教育教学行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结合我省实

际，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提出如下基本要求。 

一、教学准备与设计 

1.制定系统教学计划。认真钻研《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辽宁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指导纲要》，深入

理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性质和理念，全面把握课程

目标和课程内容，灵活安排课程实施方式，因地制宜系统

制定学段学年教学计划。 

2.学习相关心理学知识。认真学习并掌握基础心理学、

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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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与课堂教学相关的知识，丰厚心理学

知识底蕴，将心理学理论与技术融会贯通于课堂教学设计与

教学活动中。 

3.了解授课班级学生情况。了解本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

点、发展规律、发展任务、发展需求；了解授课班级学生

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扰；了解授课班级学生个体的能力水

平、学习态度、兴趣特点；了解授课班级的一般情况，如

班风、班纪等，为课堂心理辅导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

础。 

4.创造性使用教材。认真学习教材、把握教材、领会教

材编写意图，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内容。义务教育学段可将

教材内容与教学实际需求有机整合，适当自选教学内容。

普通高中选用的教材要符合本校及学生实际。要做到各学

段科学衔接，避免教学内容简单交叉重复。 

5.建构针对性教学主题。围绕认识自我、学会学习、人

际交往、情绪调适、生活与社会适应、升学与择业指导等

内容建构教学主题。主题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年龄

特点和成长需求，是学生成长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的发展

性心理问题。每节课确立一个小主题，只聚焦于一点，解

决一个心理问题。避免一节课有多个主题或主题过大，面

面俱到。 

6.制定多维度教学目标。围绕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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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维度确立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要符合学生心理发展水平，

解决学生现实心理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明确、具体、可实

现、可评价，体现知行合一，层层递进。避免将课堂教学作

为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和心理学理论的教育。 

7.把握正确辅导方向。准确界定教学主题中的核心概

念，明确主题所要指向的主要问题。确保辅导方向与课程

宗旨相一致，传递给学生客观全面的认知，乐观向上的情

绪情感，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举止有度的行为表达，引

导学生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 

8.挖掘生活化教学内容。紧扣教学主题，对应教学目

标，挖掘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选择适合学生心理特点、

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生活的典型材料，创设具有生活

化的活动情境，呈现具有生活气息的心理空间。避免过度

追求教学内容的知识性、学术性和结构性。 

9.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围绕教学目标恰当选择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式。如，团体辅导、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

境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情景剧、心理电影赏

析等。在课堂上展示的心理情景剧、短剧等，要提前指导

学生排练，需课堂随机生成的除外。避免说教式、灌输式

教学方式。 

10.设计体验性群体活动。活动要富有体验性，新颖、

有趣、灵活、安全、易操作，层层递进，逐步深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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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全面具体、表述准确。问题设计要体现开放性并指向

教学目标。以小组活动为主，适合全体学生参加。活动数

量适中，突出重点。避免活动过多，学生体验不深。 

11.选择合适场所与用具。根据课堂教学需要选择教

室、团体心理辅导室、户外场地等教学场所。做好教学所

需的电教设备和活动材料的调试、准备工作。 

二、教学组织与实施 

12.发挥暖身活动破冰作用。暖身活动重心放在启动团

体动力，实现破冰。暖身活动要具有吸引力，为学生创设

安全、轻松、平等、民主的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如果导入活动起到暖身活动的作用，可不

设暖身活动。要避免暖身活动时间过长。 

13.利用导入活动点明主题。导入活动重心放在点明教

学主题，使学生明确本节课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导入活

动要与教学主题密切相关，有利于引导学生进入教学主

题。导入活动可采取故事、新闻、案例、歌曲、照片、动

漫、小品、游戏等多种形式。 

14.促进积极体验与分享。主题活动重心应放在创设体

验情境，激发学生积极体验感受，促进自主生成、解决问

题上。要恰当运用心理辅导技术，通过师生间、生生间的

互动分享，帮助学生进行积极的自我探索，发现问题、挖

掘潜能、解决困扰。教师点拨引导要适时适度。要敏锐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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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课堂教学中的生成，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15.实现课程升华与落地。结束活动重心应放在内化认知、

升华情感、强化行为上，实现课程升华与落地。要引导学生

总结本节课的收获，可通过实践性作业延伸课堂收获，实现

内化。教师总结用语要言简意赅、画龙点睛。 

16.创设心理相容的氛围。秉持尊重、接纳、共情的辅

导态度，为学生创设民主、平等、尊重、温暖、安全的课

堂教学氛围。做到师生间、生生间相互尊重不同的观点和

不同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彼此能够真诚开放，积极进

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成长。 

17.融入现代化信息技术。将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课堂

教学有机融合，采用的信息技术手段应该切实符合课堂教

学需要，可以辅助课堂教学活动，避免形式化或使用过

度。 

三、教学评价与反馈 

18.建立积极正向评价机制。不设书面考试，把评价重

点放在学生心理素质提升上。鼓励教师、学生、家长、同

伴等多主体参与评价。教师课堂反馈以尊重、包容、激励

为主。当学生的认知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教师要

突破价值中立，对学生进行积极正向的引导。 

19.布置适量实践性作业。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根据

需要适当布置实践性作业，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获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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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经验运用到日常学习生活中。实践作业的形式、难易

程度要适合学生年龄特点，有益于学生心理素质提高，不

可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要及时组织作业成果的分享交

流活动。 

20.反思优化课堂教学。教学过程中随时观察学生活动

状态，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教学结束后及时复盘活动过

程，对目标达成、活动设计、学生活动、课堂调控等进行

反思，提炼亮点，形成经验，发现不足，并从教学理念、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面找到原因，找出改进方法，优

化课堂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