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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教育心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心理学学科袁聚焦于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境袁探究

其中野学冶与野教冶的基本心理现象与规律袁已形成德育心理学尧美育心理学等分支学科遥
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心理健康教育课已成为心理健康教育

的主要形式之一遥这门课程的野学冶与野教冶日渐受到重视遥回顾十年来大中小学心理健康

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文献袁可以看到院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重心偏离袁侧重于学生对课程

的认识和教学方法有效性曰没有根据心理素质特点而开展教学和学习规律的研究曰忽视

对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师教学胜任能力的探讨遥 鉴于此袁提出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袁
旨在探究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情境中学生与教师的心理活动及其基本规律遥为此袁
初步讨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内涵尧学科定位尧研究对象尧学科体系以及与相关学科

的区别尧联系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袁希冀能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建设袁突显课

堂教学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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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围绕着心理健康开展的教育称为心理健康教育[1]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袁无论是在学科研究袁还
是在教育实践袁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研究领域遥 尽管目前对心理健康

教育内涵的理解不甚一致袁但是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地位达成了基本认识袁即心理健康教育

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袁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袁旨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1-4]遥
近年来袁课程教学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袁并日渐受到重视遥 首先袁教育部公布的叶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渊试行冤曳渊以下简称叶基本建设标准曳冤和叶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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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曳渊以下简称叶教学基本要求曳冤袁明确提出要在组

织机构尧课程尧师资等方面保证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教学遥 其次袁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成为

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焦点遥 学者们不仅探讨有效的教学方法袁而且还提出诸多具有实效的教

学模式遥再次袁学生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要性遥比如袁李静等人调查发现袁75.14%的大学

生认为心理健康知识很重要袁68.57%的学生认为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学习心理学知识[5]曰刘海燕

等人调查结果显示袁近 75%的大学生都认为有必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6]遥 最后袁实践表明袁
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教学在提升学生心理素质袁维护和增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极的作

用袁尤其是在调节学生心态尧优化心理品质尧开发个人潜能尧预防心理疾病等方面[6]遥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1-4]袁作为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途径的课

程教学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遥 也就是说袁课程教学的目的在于健全尧提升尧优化学生的心理

素质遥 如何通过课堂教学切实健全尧提升尧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钥 这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需要

思考的问题遥有必要在教育心理学视野下回顾以往对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文献袁
总结其中的基本心理现象和规律袁以切实增强课程教学的实效袁真正达到设置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的初衷遥
二尧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研究现状

在我国袁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机构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尧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冤和文件都是按照中小学尧大学进行分类指导遥 鉴于此袁下
文分别从中小学尧大学两个方面对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遥

渊一冤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概况

从现有文献来看袁野教冶的研究聚焦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途径渊心理健康教育课冤
和基本途径渊学科渗透冤袁而野学冶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遥

1.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研究

渊1冤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模式

在教学方法的研讨方面袁提出适用的教学方法包括案例教学法尧体验式教学法等遥 比如袁
庞彬提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特点以及案例选择的标准袁并阐述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渊包括

野案例编撰要阅读要讨论要假设要总结冶 五个阶段冤[7]曰 苏宇燕认为在教学实践中可以采用游

戏尧电影尧心理剧尧辩论等教学方法袁提高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8]曰陈夏妮认为袁适用于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课的有效教学方法包括故事法尧表演法尧比赛法尧辩论法尧游戏法等[9]遥 蔡文丰等人

探讨在农村小学实施体验式教学方法的可行性袁并介绍了该教学方法的具体操作流程以及注

意事项[10]遥
另外袁不少学者还提出了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模式遥 比如袁宋铁莉等人提出活动课

程的教学程序由课前准备尧课程导入尧活动展开尧建构知识尧总结与反思 5 个环节构成[11]曰段康

提出课程教学应该遵循野体验要了解冶的要求袁采用野感受要感知冶的教学模式[12]曰赵学文提出一

堂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应包括野激情要体验要自省要内化冶4 个基本的教学阶段 [13]曰赖志群

等人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野感受尧感知尧感悟冶的教学模式[14]遥 总的来看袁这些教学模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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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尧故事尧活动等设定教学情境袁引发学生情感共鸣和认知冲突袁学会自我认知尧自我调

节袁提高改变的意愿袁并通过行为训练活动加以强化遥
渊2冤提高教学效果的策略

不少学者从教学构成要素的角度袁提出促进教学效果的策略遥 比如袁陈道明提出袁一是发

挥学生主体性曰二是教学目标要具有发展性和预防性曰三是教学内容满足学生心理发展的实

际需要曰四是教学的方式尧方法要体现非指导性尧体验性和活动性曰五是使教学评价变成学生

自我教育的活动[15]遥 吴文菊则认为袁应该注意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尧年龄特点尧心理需求尧本地

区与本校的特点合理安排教育内容曰选择适当的教育形式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尧参与性尧体验

性和互动性曰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曰提供必要的课时尧教学设备尧经费等外部条件[16]遥
当然袁也有学者从教学过程的角度袁提出营造温馨的课堂氛围尧播放生动有趣的故事尧在

争论雄辩中明理尧模拟生活情景尧从小品中获得感悟尧在反思中纠正旧我尧捕捉时机进行真情

交流等有效的教学策略[17]遥
渊3冤课程的教学评价

如何评价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袁这是监控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遥 从现有的研究

来看袁主要在教学要素尧课堂特点两个方面开展研究遥
从教学要素来看袁可以从教师尧学生尧教学三个方面构建教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遥 李翔等人

认为袁在教师方面包含教态尧共情程度尧关注尧教学理念曰在教学方面包括教学目标尧教学材料尧
教学环节的衔接尧教学方法尧教学过程评价尧课堂气氛曰在学生方面则涉及行为参与程度尧情感

体验尧认知观念[18]遥
宋铁莉尧刘颖丽则提出应该从课堂的形成性尧情境性尧情感性三个方面开展教学评价遥 其

中袁形成性评价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对教与学两方面开展评价曰情境性评价是指对学生在与生

活相关的活动场景中的心理成长状况进行评价曰情感性评价则是指对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情

感体验进行评价[11]遥
2.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渗透的教学研究

中小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途径就是学科渗透遥 1999 年教育部颁布的叶关于加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曳 明确指出袁野在学科教学中应该注意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教

育袁这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冶遥 之后袁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曳强调袁野学校应将

心理健康教育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冶遥 近年袁方跃伟等人通过实验研究袁发现学科渗透

有助于提高小学生相关健康知识的知晓率[19]遥
之所以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渗透袁是因为学科课程本身以及教学过程具备心理健康

教育的资源[20]遥 学科教学渗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内隐尧间接的方式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遥 回

顾已有文献袁学科教学渗透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院一是挖掘适合学科教学渗透的课程教学

资源袁诸如教学内容尧教学方式尧课堂心理氛围等曰二是学科教学渗透的途径袁包括教学过程尧
学习过程等遥

此外袁有学者提出适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渗透的教学方法遥 比如袁富安利提出可以采取

体验法尧评价法尧发现法尧教师语言等方法进行学科渗透[21]遥 还有教师探讨在小学思想品德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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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教学方法[22]遥
渊二冤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概况

在高校袁心理健康教育课受到高度重视遥 在叶基本建设标准曳中明确将课程教学作为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应着力建设的七大体系之一袁同时袁叶教学基本要求曳对课程性质尧教学目标尧教
学内容尧课程设置尧教材使用尧教学方法尧教学管理等做出详尽地说明遥 既往文献表明袁对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研究包括野学冶与野教冶两个方面遥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学习心理的研究现状

目前从学生受教需求的角度展开对学习心理的研究遥 学者们试图在了解学习目的尧学习

态度尧内容需求的基础上袁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遥
渊1冤大学生的学习目的

大学生参加心理健康课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目的袁 没有从提升自身心理素质的角度来

认识心理健康教育课遥 比如袁刘海燕等人调查发现袁通过学习袁想达到调节心态尧完善自我尧健
全人格尧 改变不合理认知尧 适当的行为表现的大学生分别占 26.5%尧22.3%尧15.7%尧11.5%尧
6.2%[6] [23]遥

渊2冤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既有研究表明袁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普遍持欢迎的态度袁大部分学生认为心理健

康教育对自己有帮助袁在生活实践中不同程度地运用到所学的知识[24]遥但是大学生对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的重视和兴趣程度存在学科的差异遥 相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袁文科学生对心理健康

教育课的重视程度和学习兴趣相对较高[25]遥
渊3冤大学生需求的学习内容

黄希庭等人通过对全国 5058 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袁当代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和谐尧事业发

展和学业进步的需要更为明显[26]遥 另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袁情绪管理尧人际关系尧自我认识尧压力

应对是当前大学生最需要的教学内容[6]遥 另外袁有研究证实袁大一学生集中在人际交往尧学习和

生活尧适应问题曰大二学生关注恋爱和情感尧学习和生活问题曰大三尧大四学生则聚焦在职业规

划和定位尧自我探索[27-28]遥
2.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研究

教学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有效的教学方法尧有效的教学模式尧教学内容的安排尧教学设计尧
教学效果的评估五个方面遥

渊1冤有效的教学方法

以往的教学经验表明袁角色扮演法尧案例教学法尧课堂讨论法尧团体训练法和心理测验法

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29]遥近年来袁不少学者以教育实验的方式考察这些教学方法的有

效性遥
第一袁体验式教学遥 吴耿安通过连续 3 周的素质拓展训练表明袁在训练后袁76 名大学生在

SCL-90 量表的躯体化尧焦虑尧抑郁尧人际关系因子上有明显地改善[30]遥 高飞通过一学期的教育

实验发现袁采用野引入要创设体验教学情境要进行体验要分享和点评经验感受要体验内化应

用冶的五阶段体验式教学模式袁能有效地降低大学生在 SCL-90 量表中强迫症状尧人际关系尧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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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尧焦虑尧敌对尧恐怖尧偏执因子的得分[31]遥 银星严也通过一学期的教育实验后发现袁体验式教学

的效果要优于讲授式教学方法[32]遥
第二袁团体辅导教学遥 邱小艳尧唐君随机抽取 3 个班的大一新生进行教育实验袁分别使用

团体心理辅导尧专题讲座与团体辅导相结合尧心理讲座开展教学袁结果证明团体辅导的教学效

果要优于专题讲座与团体辅导结合的教学方式[33]遥 裴利华在大一 2 个班中分别使用团体心理

辅导和非团体心理辅导的教学方法开展教育实验袁结果显示袁团体心理辅导能有效提高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4]遥
第三袁参与式教学遥 心理健康教育课引入参与式教学方法有助于弥补教与学的沟壑袁促进

学习知识与解决问题的结合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35]遥 李景华的教育实验结果表明袁参与式教

学法比讲授法更能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36]遥
第四袁视频教学遥 视频教学直观地呈现教学内容袁强化学生的视听觉和体验袁有助于心理

健康知识的内隐学习遥 张媛媛等人通过问卷法与实验法证实袁视频教学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一种有效途径[37]遥
第五袁专题教学遥 卢秀安等人在师范生中开展了心理素质尧创造力尧情绪等七个主题的专

题教学袁一学期的实验结果显示袁接受专题教学的大学生在课程的学习兴趣尧教学的满意度方

面显著高于接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大学生[38]遥
从上述研究不难看出袁常见的教学方法在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学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容置

疑的遥 但是这几种常见教学方法袁哪种教学方法更为有效呢钥 周婧尧李昊彤同时在 5 个班进行

教育实验遥 结果显示院在教学内容方面袁专题讨论法最能让学生清楚教学主题袁综合法教学方

式最能让学生产生学习内容重要性的感知曰在教学方法方面袁团体辅导教学方法最能让学生

产生兴趣袁而综合法最能激发学生的思考曰在教学过程方面袁专题讨论和团体辅导能增进师生

互动袁团体辅导和专题讨论最能让学生融入课堂袁营造积极的学习气氛[39]遥这表明袁教学方法的

选择应考虑教学目标尧内容等因素遥
渊2冤有效的教学模式

不少学者结合学校的实际和自身的教学经验袁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教学模式遥 有的学者立

足于教学过程构建特定教学方法的教学程序袁比如袁尧国靖提出袁视频教学应该包括准备尧实
施尧结束三个阶段[40]遥 有的学者基于课堂教学流程提出教学模式袁比如袁赵冰洁提出包含认知尧
活动尧体验尧分享尧评估五个基本阶段的教学模式袁并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袁适当调整教学的顺

序[41]曰岳素萍提出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构建主体教学模式[42]遥 有的学者根据学生心理素质形成

的渐进性和内化性特点袁提出野判断鉴别要策略训练要反思体验冶教学模式袁并以此构建课堂

教学的基本教学环节[43]遥 有的学者通过教学实验袁构建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野面上集中释疑尧
线上互相解疑尧点上个别辅导冶三位一体教学模式袁将教学与咨询尧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尧健康

学生与困扰学生有机地整合起来[44]遥
渊3冤教学内容的安排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不同的[27-28]遥 在安排教学内容的时候袁应该考虑

到大学生的现实和心理发展需求遥 比如袁对大一新生注重环境的适应性教育袁大二的学生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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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人际关系尧恋爱尧学习技能的培训袁对于大三尧大四的学生则侧重于就业和考研的指导遥
渊4冤教学设计

田澜尧张大均提出应该考虑教学目标和情境体验式课程的要求开展教学设计袁采用野提高

兴趣冶尧野提高参与冶和野加深体验冶的教学策略袁确保课堂心理素质训练的科学性和实效性[45]遥
渊5冤教学效果的评估

王淑敏尧张大均提出对心理素质训练课应该以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袁并以形

成性评价为主的评价标准[46]遥 但是刘海燕等人则认为袁应该从学生的角度选择评价的方法袁而
大学生认为能有效评估教学效果的方法包括日常行为观察尧心理测验尧学生自我评价尧同伴评

价尧师生面谈等[6]遥
三尧对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研究现状的反思

从现有文献来看袁学者们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野学冶与野教冶两个方面都开展了有益的探索袁
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和观点遥 但是考虑到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初衷袁反思当前的研究现

状袁其实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遥
第一袁众所周知袁野学冶与野教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袁没有离开野教冶的野学冶袁也没有独立于

野学冶的野教冶遥 野学冶居于中心地位袁野教冶是为了促进野学冶遥 尽管心理健康课的野学冶与野教冶两个方

面都受到关注袁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袁野学冶的研究聚焦于学生的需求袁野教冶的研究则落脚

在教学方法本身的有效性遥 这偏离野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素质冶的初衷袁需要重新聚焦于在有

效健全尧提升尧优化心理素质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野学冶的规律和教师野教冶的规律遥
第二袁心理健康教育最终落脚点是心理素质袁而不仅仅是心理健康的知识与技能遥 心理素

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袁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尧基本的尧内隐的袁具有基础尧衍生

和发展功能的袁并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2-3] [47]遥心理素质的内隐性决

定了不能简单地从学生的语言和外显行为来直观地判断其心理素质的状况遥 课堂教学为健

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素质奠定了基础遥 正因为如此袁需要结合心理素质的特点袁在心理健康教

育课的教学过程中探索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素质的教学规律和学习规律遥
第三袁忽视对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师教学胜任能力的考察遥 提高心理健康课的教学效益袁关

键在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遥 目前我国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不能适应心理健康教育

的需要[48]遥不少学者开始了对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胜任特征的研究袁但是遗憾地是尚未

有研究专门探讨心理健康教育课课任教师的教学胜任能力和学科教师实施心理健康学科渗

透的教学胜任能力遥 当然袁还应该包括对教师教学理念的培养和重塑遥
基于以上认识袁考虑到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研究的现状以及不足袁提出构建心理健

康教育心理学的倡议袁凸显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袁以达到在理论上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课堂学习规律与教学规律的认识尧在实践中提高教学有效性与学习效益的目的遥
四尧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初步思考

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存在的不足袁使我们看到加强这方面研究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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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紧迫性遥 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袁不仅是对心理健康教育课野学冶与野教冶研究的反思袁而
且也是教育心理学尧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趋势遥 这为今后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指明了

新的研究方向遥 在反思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袁从学科构建基础尧概念内涵尧学科定位尧研究对象尧
学科体系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袁探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遥

渊一冤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基础

第一袁教育心理学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提供理论基础遥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教育

教学情境中主体的心理活动及其发展变化机制尧规律和有效促进策略的学科[49]遥实质上就是探

究教育教学情境中野学冶与野教冶的心理学问题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教育心理学已经突破传

统的研究领域袁延伸到德育尧美育尧体育等领域袁形成了德育心理学尧美育心理学尧体育心理学等

分支学科袁以专门探讨在这些领域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学生尧教师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遥 心理健

康教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袁理所当然应该使用教育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心理健康教育

课的野学冶与野教冶袁揭示其中的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遥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野学冶与野教冶也必然会

成为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遥
第二袁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发展直接推动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发展遥 在心理健康教

育的研究取向上袁主要存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两种发展取向[50-51]遥 教育学取向的研究以教育学体

系为框架袁探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尧原则尧理论尧课程尧教育模式尧途径与方法等基本原

理曰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强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袁依据个体的心理规律实施心理健康教

育袁不仅解决个体的心理问题袁而且还要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素质遥 无论是教育学取向的研

究袁还是心理学取向的探究袁都是在探索一条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尧有效提升心理素质的教

育思路和模式遥 无论哪一种研究取向袁都不否认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遥 为了有

效地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课的主渠道作用袁就必须落脚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学生尧教师在心理

健康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遥
第三袁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呼唤着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遥 首先袁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袁我

国不少学校结合本校的实情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教学模式袁并认识到开展课程教学尧学科渗透

教学的重要性遥 在教育部相关文件中明确要求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袁并对课程教学提出了

要求遥 其次袁目前中小学都普遍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袁高校则普遍设置系列课程遥 课程教学

已经成为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遥 再次袁为了探索心理健康课程教学的科学性尧实效性袁
不少学者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野学冶与野教冶展开了研究袁成为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热点遥
这直接推动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构建遥 最后袁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培养和发展需要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遥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的专业化不仅要求教师具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的知识与技能袁还要掌握相应的课堂教学技能袁避免课堂教学空洞地成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

及和理论的教育遥 这都需要我们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遥
综上所述袁有必要构建野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冶学科袁揭示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野学冶与野教冶

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和有效促进策略遥
渊二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含义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情境中学生与教师心理活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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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袁以提升心理健康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学习的质量遥
这个定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含义院渊1冤明确将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学与教作为研

究范围遥以心理健康的教育教学情境作为研究的视域袁聚焦于野学冶与野教冶遥当然袁野教冶不仅仅指

心理健康课的教学情境袁还包括心理健康学科渗透的教学情境曰渊2冤以学生和教师在学与教双

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遥 实际上探讨两个基本问题院一是明确

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视域中学生学习的本质尧特点尧过程和条件曰二是根据学情和学习规律袁
探究如何设计教学袁提升教学的有效性钥 渊3冤研究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有效地促进

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的知识尧技能以及增进心理健康的自觉意识袁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健全尧提
升和优化心理健康的内源性因素要要要心理素质曰渊4冤从野学冶与野教冶两方面回答从课堂教学的视

野中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知识与技能生成袁增进心理健康的自觉意识袁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

素质的促进策略遥
渊三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定位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是教育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教育交叉产生的一门边缘性学科袁聚焦于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情境袁是教育心理学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遥 与德育心理学尧美育

心理学尧体育心理学等教育心理学分支学科一样袁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也属于教育心理学的

分支学科遥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核心任务在于揭示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情境中学生尧教师的

基本心理现象及其规律遥 这就决定其研究范畴应该限定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心理学问

题遥 通过揭示在心理素质教育背景下的学习规律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知识与技能的学习袁增强

这些知识与技能在现实生活中的迁移能力遥 同时袁提高增进心理健康的自我意识曰通过揭示符

合心理素质特点的教学规律袁增强心理健康课教育教学的科学性尧有效性遥当然袁也要重视野学冶
与野教冶主体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遥

渊四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是以学生和教师在学与教双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现象及其规

律作为研究对象袁也就是探讨课堂教学中的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遥 在现实教育教学情境中袁具
体体现在哪些方面钥 回答这个问题袁需要在分析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去认识遥 一般来说袁对教学

活动的分析主要立足于教学构成要素和教学过程两个方面遥 此外袁需要明确的是院野学冶与野教冶
分布在同一时空中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袁因此袁分析教学活动袁其实也是在分析学习活动曰
野教冶与野学冶是教学过程的基本矛盾袁野学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袁因为野教冶是为了野学冶袁服务于

野学冶的遥
从构成要素来说袁学生尧教师尧教学内容尧教学媒体尧教学环境是教学的核心构成要素遥 从

这个角度来说袁探究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学习规律尧教学规律就是探究这五大基本要素及其相

互作用促进学生知识的生成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遥 这意味着学生与教师的心理活动及其特征

渊学习风格尧教学风格等冤尧教学内容渊教学内容的设置尧教案的设计等冤尧教学媒体渊教材尧教学课

件尧教学资源等冤尧教学环境渊课堂氛围尧师生关系等冤应该纳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视

野遥 从教学过程来说袁野学冶和野教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袁教学活动的核心就是学习的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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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过程遥 当然还包括学生和教师的反思过程遥 也就是说袁在一堂课中包含学习过程尧教学

过程和反思过程遥 当然袁一节课绝不是单单由教学要素或教学过程组成的袁还需要教学要素和

教学过程的相互作用遥
综上所述袁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具体划分为对教学构成要素的研究尧对

学习和教学过程的研究以及教学要素与教学过程相互作用的研究遥
渊五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一门学科的内容体系根植于研究的对象遥 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袁还要明

确几点院首先袁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围绕着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野学冶与野教冶而展开遥 其次袁考
察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袁不能脱离教学构成要素和教学过程遥 再次袁揭示学习规律和教学规

律袁离不开对学与教主体的研究遥
具体来说袁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个方面院
第一袁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遥 这是构建心理教育心理学学科最基本的问题遥 首

先是基础理论问题遥 除了包含对人性尧教育本质乃至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认识外袁还应该包括

对心理素质的认识遥这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理论建构的依据遥其次是学科理论遥这主要

是回答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问题袁包括概念内涵尧研究范畴尧研究对象尧
研究方法等科学学问题遥 再次是与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相关的其他心理学理论问题袁比如袁不
同发展阶段袁学生心理的基本特点遥

第二袁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遥 应该围绕着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野学冶与野教冶的
基本现象及其规律而展开遥 这至少包括三个板块院学习心理尧教学心理尧学生与教师心理遥 在学

习心理板块袁主要揭示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素质的学习实质尧过程尧条件和影响因素曰在教学

心理板块袁主要揭示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心理素质的教学策略尧有效教学方式与方法尧教学要素

的设计与安排等曰在学生与教师心理方面袁则主要探究学生的学习需求尧动机尧态度的转变尧价
值的塑造以及心理健康自我意识的培养袁探究教师教学胜任能力及其成长等遥

渊六冤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心理健康教育和教育心理学是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的两门基础性学科袁是这两门学

科发展的必然结果遥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袁必须澄清与心理健康教育尧教育

心理学的区别与联系遥
首先袁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上袁尽管这两个学科都是为了健全尧

提升尧优化受教者的心理素质袁但两者的研究视角是不同的遥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局限在教育

教学情境中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任务曰无论是教育学取向袁还是心理学取向的心理健康教育袁
都关注于有哪些途径尧方法以及实施哪些教育内容可以实现这一任务遥 课程教学是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的一个方面遥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关注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野学冶与野教冶遥
其次袁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关系上袁尽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和教育

心理学都关注于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袁 但是在具体研究对象上存在差异遥
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是一般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学与教的规律袁指向的是一般性的学习规律和教

学规律袁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则限定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领域渊包括学科渗透教学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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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在把握学习规律和教学规律的基础上袁如何通过课堂健全尧提升和优化学生心理素质的

问题遥
在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袁野学冶与野教冶的研究已经成为心

理健康教育尧教育心理学的重要课题和发展方向遥 同时袁鉴于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渊尤其是

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研究现状冤的需要袁有必要构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袁以重新思考心理健康

教育的课程教学袁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一线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有所帮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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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nnotation,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ipline System

LEI M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ounselingCenter, 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s an applied psychology discipline, focusing on the phenomena and

rules of 野Learning冶 and 野Teaching冶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situation,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psychology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at schools, and the mental health cours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ways in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pects of mental
health course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The review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mental health course at
primary schools,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has revealed a deviationof focus of
the research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rul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law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ould have bee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ntal quality. In addition, the teachers爷 teaching
competence was ignored. To tackle those deficiencies, psycholog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developed,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basic laws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t schools. The connotations, the object, the discipline orientati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psycholog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ts differences from related disciplines were discussed.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would be promot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 also
would be highlighted by psycholog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 psycholog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course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