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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Mental Health Course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and follows the two 
main lines of “teacher-led and student-centered”, and follows the three stages of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Blended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The teacher pro-
vides to the students self-study task before class,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ential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 of “Rain Classroom” in class, and provides consolidation and expands 
tasks after clas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can expand the time and 
space of teaching activities,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and enhance the ef-
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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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教学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课程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混合式

教学的优势；并遵循“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两条主线，按照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依托网络教

学平台进行混合式教学设计。课前推送自主学习任务，课中教学主体采用体验式教学和“雨课堂”互动
功能相结合，课后推送巩固和拓展任务。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拓展了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能

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高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 

心理健康课，混合式教学，教学设计，雨课堂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高职院校课堂教学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如

何将信息技术更好地融入教育教学，将学生从手机游戏中拉回课堂，已成为高职教师共同需要面对的课

题。因此，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成为当下高职教育领域的教育教学改革的一大趋势。传统的高职心

理健康课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没有考虑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难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不理想，教学效果也难以达到教育主管部门既定的目标。高职心理健康

课混合式教学是指基于网络平台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根据高职院校的教育环境和条件，针对当前教育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将在线教学跟传统教学的优势相结合而建立的“线上 + 线下”网络一体化教学模式。 

2. 当前高职心理健康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内容重知识传授，轻心理体验和行为训练  

高职心理健康课成为公共必修课是最近几年的事，相比其它很多公共课必修课而言，算非常非常“年轻”

的一门课，无论是高职院校、任课教师，还是学生，对这门课程都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认识层面的不足，

导致高职院校满足于“开设了这门课”，学生则产生“我没有心理问题，为什么要学这门课”之类的疑问。

实际上，按照教育部对这门课程的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应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知识传授、心

理体验和行为训练。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对这门课程认识上的不足，以及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任课教师并不知道该“教什么”，也没有钻研“怎么教”的积极性，仅满足于按部就

班地照着书本进行知识传授，目前仅有小部分高职院校能为学生提供心理体验和行为训练的机会。 

2.2. 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一直以来，高职心理健康课教学都是沿用“PPT + 讲授”的授课模式，教学过程基本上都是教师讲，

学生听，顶多偶尔需要回答一下问题，课堂缺乏互动性。虽然有些教师也会在教学素材上尽量丰富，会用

到各种心理案例、热点心理事件、图片等想办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主要也是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

只能短暂得吸引到学生，难以维持其学习的积极性。总体而言，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本质上以教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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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终究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导致学堂气氛相对沉闷，

难免就出现部分学生低头拿着手机玩游戏、刷视频等现象，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2.3. 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单一且相对宽松，难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作为公共必修课，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考核成绩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平时成绩，一个

是期末考试成绩，一般期末考核成绩中这两部分成绩比重为 3:7 或 4:6。平时成绩主要包括学生课堂出勤

情况、课后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试则采用开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考核方式是单一不够全面的，

仅仅考察了学生对知识的熟悉和理解情况，却没有考虑心理调节技能和心理素质的提升；这样的考核方

式也相对宽松，学生基本上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考核，没有一定的难度就没有挑战性，也就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3. 高职心理健康课混合式教学的优势 

3.1. 拓展了教学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学生有机会进行深度学习 

高职教育领域历来存在“技术主义”、“实用主义”的功利倾向，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公共基础

课，属于素质养成类课程，普遍并不被重视，有时候难免会出现课时不足的情况。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通常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首先在课前将部分理论知识的学习任务推送至信息化教学平台让学

生自主学习，形成知识地基；然后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和启发学生通过体验和领悟内化所学知识，掌握心

理调节的方法；最后通过课后作业和实践任务，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巩固和迁移。因此，混合式教学实

践上拓展了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使得教师能够把心理体验、行为训练等深度学习内容安排到课堂教

学当中，特别是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体验学习活动，能激发学生交流讨论，互助分享，进而促进学生团

队协作精神和合作创新能力的培养。 

3.2.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新型教学模式，是将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和信息化、网络

化教学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同时强调学生作为学习过

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跟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混合式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遵循“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

原则，在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处于教学的主体地位，而只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

启发者；学生在学习的时间和学习内容等方面有了一定自主选择权，在课程考核评价方面有了很高的参

与度，在课堂上也有了更多参与学习和互动交流的机会。有研究表明，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有效的师生

互动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满意度，进而提升其学习能力[2]。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结合运用线上教学平

台的随机选人、抢答、弹幕等功能，学生在手机端可以通过弹幕的方式发言、提问，进行抢答，完成在

线测验，并即时得到结果反馈，等等。这样的教学过程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学习

潜能，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4. 高职心理健康课混合式教学设计 

4.1. 教学内容和目标 

以《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3]的第八章“大学生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为课例进行教学设计，

其中教学重难点在于大学生压力管理和挫折应对的方法掌握。教学目标则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从知识、技能、自我认知等几个方面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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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策略 

鉴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非纯理论的公共课，而是要求有一定心理体验和行为训练的部分，因此高

职心理健康课可以按照“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活动载体–参与体验–感受领悟–回归实践”的总体教

学设计思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翻转课堂与体验式教学相结合。 

4.2.1.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上教学平台可以采用智慧职教平台、超星泛雅平台、蓝墨云班课及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等等。

其中，雨课堂由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旨在连接师生的智能终端，将课前–

课上–课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赋予全新的体验，最大限度地释放教与学的能量，推动教学改革。雨课堂

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段融入到 PowerPoint 和微信，在课外预习与课堂教学间建立沟通桥梁。使用雨课

堂，教师可以将带有 MOOC 视频、习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师生沟通及时反馈；

课堂上实时答题、抢答、弹幕互动，为传统课堂教学师生互动提供了完美解决方案。雨课堂科学地覆

盖了课前–课上–课后的每一个教学环节，为师生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个性化报表、自动任务

提醒，让教与学更加明了[4]。雨课堂智慧教学平台不仅可用于推送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后拓展任务，

让师生能及时沟通和反馈，还可以运用于课堂测验、学生发言、提问、抢答等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学习活动。 

4.2.2. 课堂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是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是线上教学平台跟传统课堂教学的对接。线下课堂教学主要采用

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团体心理辅导、心理测验及课后作业等方法。其中，心理测验可以采

用《雨中人》绘画投射测验，也可以采用《应付方式问卷》[5]。《应付方式问卷》分积极应对、消极应

对两个方面，从解决问题、求助、退避、自责、幻想及合理化等六个维度进行压力和挫折应对方式的考

察；《雨中人》绘画投射测验则主要用于评估压力情境下个体的应对模式，其中雨(雷电)象征压力，而雨

伞则象征应对资源和方式。例如，如果在描绘大雨场景的绘画中，人没有撑伞，淋着大雨，就表明感受

到了很大压力，而且缺乏应对措施[6]；反之，如果画面是和风细雨，并且有遮挡风雨的工具，则说明其

感受到压力不大，且应对措施良好。 

4.3.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按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及教师–学生两条主线展开。教师在课前导学通过推送任务和在

线辅导进行导学，课中组织课堂教学，课后推送任务并促学；学生在课前完成自学任务，课堂教学中参

与体验及领悟，课后进行巩固和拓展。 

4.3.1. 课前阶段 
首先，教师在课前将制作的微课、测验题，以及通过学堂在线或中国大学慕课等开放共享资源平台

搜集的到教学视频等推送至网络教学平台，供学生自主学习，并进行测验自查。 
其次，进行《雨中人》绘画测验或《应付方式问卷》测验，通过心理测验，了解学生的压力与挫折

应对模式情况，以备课后测验对照。 

4.3.2. 课堂教学阶段 
课堂教学分为知识回顾、活动与体验、课堂小结、布置课后作业等几大环节。在“认知调整”方法

学习中，包含了理论延伸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课堂测验等步骤。在知识回顾环节和

理论延伸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课堂测验中，均结合运用雨课堂智慧教学功能，如摇一摇随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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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抢答、弹幕，以及成绩及时反馈，等等。对“寻求社会支持”方法的学习，则主要通过活动体验的

方式进行。具体见表 1。 
 
Table 1.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表 1. 课堂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知识回顾 

① 发布课堂小测验， 
② 根据课堂测验情况，结合学生

课前自学测验情况，帮助知识回

顾。 
③ 运用两可图，引导知识回顾。 

① 通过手机端雨课堂即时

参与课堂测试。 
② 看图回答问题，用手机端

雨课堂进行抢答。 

① 回顾课前自学内容，巩固 ABC 理论

及应对方法基础知识。 
② 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课堂参与

度。 

2.方法学习一： 
认知调整 
① 理论延伸 
② 案例分析 
③ 小组讨论 
④ 角色扮演 
⑤ 课堂测验 

① 由 ABC 理论延伸新知讲解。 
② 跟学生共同探究漫画小故事

“秀才进京赶考”的案例分析。 
③ 发布小组任务，指导对“表白

被拒”案例进行小组讨论。 
④ 指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角色扮

演。 
⑤ 关注学生弹幕发言或提问，并

答疑。 

① 认真听讲，用心思考。 
② 跟老师一起探究分析故

事案例。 
③ 积极参与“表白被拒”

案例的分析讨论。 
④ 进行角色扮演。 
⑤ 认真完成课堂测验 
⑥ 弹幕发言或提问 

① 掌握不合理信念的三大特征，学会

辨别不合理信念。 
② 帮助学生学会调整不合理信念，掌

握认知调整的关键。 
③ 让学生初步懂得运用认知调整的方

法进行自我调适。 

3.方法学习二： 
寻求社会支持 
① 分组 
②“花式握手” 

① 介绍活动目的和活动规则。 
② 指导学生分组，领读团体宣言。 
③ 讲解要领，并通过雨课堂摇一

摇选人搭档进行示范。 

① 遵守团体规则。 
② 跟小组所有同学握手。 
③ 跟班上尽量多的同学握

手。 

① 活跃课堂气氛。 
③ 激发学习兴趣。 

③“信任跌倒” 
④“信任坐” 

① 介绍活动目的和规则。 
② 指导各小组开展活动。 
③ 管理小组活动情况。 

① 认真参与活动。 
② 用心体验和感受小组团

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支持。 

① 社会支持是个体生存的重要支柱，

但很多人陷于困境时往往意识不到自

己的周围其实存在着值得信任的支持

系统，是可以寻求帮助的。 
② 让学生体验社会支持的重要作用，

信任自己的支持系统，必要时向支持系

统求助。 

⑤“感受分享” 
① 指导小组进行分享。 
② 指导各小组代表在班级分享。 
③ 使用雨课堂摇一摇选人分享。 

① 积极分享感受。 
② 相互尊重和接纳，用心聆

听。 

深化活动体验带来的感受，领悟团体成

员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重要性。 

4.总结提炼 结合学生活动情况，对相关的理论

知识进行简要的梳理与总结。 在老师的引导下总结归纳。 将感受和体验提升为理论知识，对本讲

所学方法技术加以巩固。 

5.课后任务 
① 课后章节练习； 
② 课后将其中一种方法运用于实

践； 

① 完成课后作业； 
② 执行课后任务。 

巩固和拓展课堂所学，让学生将所学方

法和技术应用到实践当中，达到巩固和

学以致用的目的。 

4.4. 课后阶段 

首先，教师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推送课后任务，并指导和督促学生完成：一是课后章节练习；二是选

择所学的一种应对方法，解决一个在近期由于压力或挫折造成的心理困扰，并简要描述选择这种方法的

原因、解决的过程和结果。第三，还可以对学生进行教学或学习效果的满意度调查。 
其次，一定的时间间隔后(一般为课后两周)，对学生再次进行心理测验，考察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

如，本章教学通过对再次《雨中人》投射测验或《应付方式问卷》测验，考察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关于压

力与挫折的应对方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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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考核评价 

课程考核采用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一种发展性、过程性评价，其目的在于“激励学生学习，

帮助学生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合作精神”。形成性评价让

学生“从被动接受评价转变成为评价的主体和积极参与者”[7]。考核内容分为课前任务、课中表现、课

后任务三个部分；成绩评定则由教师评价、小组评价及学生自评三项构成。详见表 2。 
 
Table 2. Assessment 
表 2. 考核评价 

成绩评定 考核内容 1 考核内容 2 考核内容 3 总分 

 课前任务考核 30% 课中考核 40% 课后任务考核 30%  

教师评分(40%) 网络自学(15 分) 出勤(5 分) 课后测验(8 分)  

小组评分(30%) 章节测验(10 分) 课堂表现(25 分) 放松训练(12 分)  

学生自评(30%) 课堂测验(5 分) 实践任务(15 分)   

总分     

5. 结语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网络教学平台全方位立体化的数据监控反馈，无疑是传统课堂教

学望尘莫及的优势，而传统课堂教学的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和参与体验，又是网络教学所达不到的。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能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巧妙结合，颇受年轻学子的

欢迎，也使得它成为当今时代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在高职心理课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尽管存在需要改

进的地方，但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极大地拓展了教学活动的空间，也为线

下教学活动释放出更多的时间，使得课堂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也使得除了心理健康知识

的理论教学之外，心理体验和行为训练的课程内容教学有了实现的可能；线上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能

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高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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