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节班级心理活动课一般为35分钟或45分钟，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达成良好的教学效果可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情。教师仅仅依靠扎实的基本功、丰富

的心理学的知识是不行的，还需要准确把握上好班

级心理活动课的几个关键点。

一、要巧妙地营造氛围

班级心理活动课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相比，更加强

调良好课堂氛围的营造，因为在课堂上需要的不仅是

学生理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打开心扉，说出

心里话，然后在师生互动中实现心灵的启迪。

氛围的营造需要教室的打造。所以，如果学校

有条件，最好有个单独心理课教室。这间教室的墙

壁色调可以以暖色为主，室内有绿色盆栽作为陪

衬。桌椅最好是可拼凑或挪动的，团体活动时可将

桌椅折叠放置一边，上课做纸笔练习时，又可把桌

椅拼凑成一定形状，供小组围坐。传统的插秧式座

位排列让学生面对教师，不利于生生之间互动，教

师和学生的活动空间也被大大限制，有时教师也难

以近距离接触学生。有老师认为座位排列只不过是

形式化的东西，而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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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可以感受到不同空间设置对学生产生的影

响，因此不能对之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良好的氛围还需要教师恰当保持价值中立。学

科教学中，一些知识对错是明确的，但在心理课

上，学生分享的心理感受或观点是个性化的，多数

时候不能以对错而论，对学生的观点教师也不宜作

过多评判。心理教师若忽视这一点，就会让学生

像学科课堂上那样产生因害怕说错而不发言的现

象。所以，教师要能接纳学生的不同观点，不将自

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不随意否定个别学生的不同

观点。当然，心理健康教育本身隶属于教育，对于

学生一些十分歪曲的价值观，教师要适当引导。总

之，教师适当地保持价值中立，对学生不同观念、

行为的接纳，会让所有人都感觉温暖、轻松。

在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到那些需要关注的学

生。班级心理活动课的实施过程充满动感，在师

生、生生多向交互作用下，学生的各种情绪、情感

也可能被激发出来，有些超出教师预设的问题也会

暴露出来。尽管心理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时，

尽量争取做到对学生的零伤害，但有时候还是难以

避免。例如在竞赛性的活动中，就会有失败的小组

或同学，这些同学会感到沮丧，如果老师对他们的

在班级心理活动课上进行活动体验之后，学生被触发的思考是不完全一

样的，这时候老师在面对学生的回答时要认真回应，力求提升、点拨，

不能忽视或篡改学生的回答。

上好班级心理活动课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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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置若罔闻，就会影响心理课的辅导效果。

二、要科学地设计活动

班级心理活动课宗旨不是传授心理学的知识，

而是侧重通过活动让学生充分体验，然后使其有所

感悟并分享出来。所以，科学地设计活动就显得尤

为重要。

目前，国家没有班级心理活动课的统一课程标

准，没有统一指定的教材，教师使用活动素材时会

比较自由和随意。因此要科学地选择、设计活动。

比如，我们要选择那些对学生零伤害的活动素材，

若选择那些学生自杀、暴力等对学生有负面暗示

作用的案例，是不太妥当的。开展活动最好不要

涉及一些还未被科学证明、自己无法把控的心理学

技术，比如有些教师擅自把瑜伽冥想等技术运用到

课堂上，这些技术一方面还未被证明是科学的，另

一方面教师掌握的水平难以保证对学生没有负面作

用，所以还是建议教师慎用。

开展班级心理活动课要重视活动体验。班级心

理活动课绝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活动设计都要讲

究活动的目的，活动之间不能重复，至少在目标上

不能重复，要节约课堂时间资源，这就要求教师要

精选实现教学目标最有效的活动，然后通过师生、

生生互动，引发学生体验、感悟、分享，最终实现

观念或学生行为的改变。

三、要灵活地与学生互动

班级心理活动课是体验式的课堂，对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是要求很高的，这就需要教师能够灵

活地促成师生、生生互动。

在心理课上，教师尽量使用开放式问题提

问。在封闭式问题中，多含有“对不对”“能不

能”“是不是”等词语，学生在回答时选择其中的

一个或两个词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教师和其他学

生得到的信息就很少了。所以，对于一些问题的探

索，我们应多采取开放式提问，学生的思路就会受

到较少限制，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比

如，我们可以这样问学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说说你的理由。对于开放式的问题，学生虽然回答

比较开放、自由，但是需要思考，所以教师在提问

之后，要给学生留出思考时间或者小组之间展开讨

论，否则师生互动只成了与几个爱回答问题学生的

互动，课堂缺乏参与的广度，影响心理课的效果。

要实现灵活的互动，教师预设不能太死板，要

灵活机智地回应学生的课堂生成。比如有位老师讲

有关合作主题的心理课，课堂上老师让同学们列举

生活中离不开合作的例子，这时有位学生站起来回

答：只有男人和女人亲密合作才能生出孩子。这位

学生说完，教室里一片嬉笑之声。这位心理老师一

时间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位学生的回答。其实，面对

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先肯定这个学生的思考，然后

让学生继续思考其他方面合作的例子，这样就可避

免这一突发情况给课堂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班级心

理活动课上进行活动体验之后，学生被触发的思考

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时候老师在面对学生的回答时

要认真回应，力求提升、点拨，不能忽视或篡改学

生的回答。

上好班级心理活动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

要我们认真备课，精心选择素材，课堂上还要营造

良好的心育氛围，提升自己的辅导素养，有效跟学

生互动。只要我们在心理课上保持对学生的敏锐洞

察，让自己做到心中有爱、目中有人，定能把心理

课堂打造成师生共同成长的心灵乐园。

【李香君，山东省寿光世纪教育集团；卢志军，
山东省寿光世纪教育集团】

责任编辑︱樊	 璐

Moral Education China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