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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growth refers to that individuals’ acceptance of themselves will be promoted; their self-worth 
will be improved and ultimately their overall level of mental health will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self-awareness and self-recogni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applied psy-
chology curriculum,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content and target of the teaching mode consider-
ing students’ self-growth, provided four methods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growth and gave four 
proposal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teaching.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interview, the study collected th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teaching mode consider-
ing students’ self-growth wa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he teaching mode guaranteed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 of applied psychology curriculum,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strengthene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lf-growth and provided more possibilities for applied psycholog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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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成长是指个体透过自我觉察和自我认识，促进其对自我的接纳，提升其自我价值感，最终达到整体

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结合我国高校应用心理学课程教学现状，该研究提出了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

学模式，并提供促进学生自我成长的四条有效路径及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结果表明兼顾高校学生自

我成长教学模式可行有效，该模式在保证应用心理学课程教学效果与质量的同时，兼顾学生的自我成长，
为应用心理学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了更全面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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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我国需要心理学本科专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莫雷曾指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

阶段的实际与需要，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心理学专业应该主要培养从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

用型人才(莫雷，2008)。但有专家报告：在“21 世纪心理学走向和人才培养”的调查中发现，40%的专

家对心理学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训练状况不满意(曾莉，熊丽娟，2009)。虽然目前所有开设心理咨询与治疗

及相关专业的高校均设有心理咨询或治疗的理论与技术课程(陈红，赵艳丽，高笑，钱铭怡，2009)，但事

实上，仅仅掌握了基本的理论和技能绝不代表就能够做好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因为被情绪包裹着的咨

询师易被激惹、难以有效共情，而且咨询师的未完成情结会让他们陷入一个重大的助人陷阱里面去。心

理咨询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深层沟通(蔺桂瑞，2002)。在心理咨询过程中，

咨询师协助来访者自我觉知，自我转变，不断实现自我的成长，而心理咨询与治疗师助人成长的一个重

要前提就是要实现其自我的成长。多个治疗流派的心理学大师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咨询师自我成长的重

要性。罗杰斯(1961/2004)曾指出：“我是否能够创造一种促进他人独立成长的关系，取决于我自己的个

人成长的程度。”美国心理学家艾鲍指出：“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员能带进咨询关系中最有意义的

资源，就是他自身(Appell, 1963)。”家庭治疗的先驱萨提亚也多次强调治疗师如何看待自己，这将深刻

影响其作为咨询师的表现，在治疗中，治疗师运用“自己”非常重要(Satir & Baldwin, 1983)。如果心理

咨询师与治疗师仅关注技术，则可能在给来访者治疗时迷失自己，这也是相当危险的(何红娟，2009)。因

此，心理咨询师的自我成长意义重大，应该高度重视高校咨询与临床心理学专业学生的自我成长。目前，

只有 15.4%的学校对研究生开设有助于心理师自我成长及专业素质提升的课程(陈红，等，2009)，将本科

生应用心理学课程与自我成长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就更加少见。自我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在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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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甚至促进课程相关理论、知识、技能传授的基础上推动学生的自我成长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

将对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主要针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相关专业)进行兼顾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教学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探讨该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是指在所学应用类课程知识技能的讲授与实践的基础上，兼顾学生

的自我成长，促进其心理发展的教学模式。 

2.1. 理论基础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该理论以学生为中心，在教育实

际中倡导以学生经验为中心的“有意义的自由学习”。该理论强调个体的潜能，以学生的自发性和主动

性为学习动力；强调学习与学生自身的联结，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从做中学，面对对个体有意义

的问题；强调学生自我评估的重要性。 
本研究将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应用于实践教学，强调在安全接纳的课堂氛围下，将学生自身问题作为

学习和实践对象，增加学生的学习需要、兴趣和动机，在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实践的同时，不

断自我评估，兼顾学生的自我成长，促进其全面发展。 

2.2. 自我成长的内涵 

新华词典对成长的诠释为：生长而成熟、长成；向成熟的阶段发展、生长。成熟则泛指生物体发展

到完备的阶段或事物发展到完善的程度。李美英和李全英(李美英，李全英，2012)认为心理学中自我成长

指个体的身体或心理发展达到完全成长的、能充分起作用的状态，自我成长是个体持续进行自我提高与

自我完善，达到自我实现目标的过程。著名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也非常强调心理咨询师自我成长的

重要性，其成长模式的核心理念是：1) 自我价值是第一；2) 滋养会有效促进成长；3) 觉察是改变的第

一步；4) 接纳自己和他人是疗愈的一部分；5) 改变永远是可能的；6) 我们都来自同一生命力(贝曼，

2008/2009)。 
结合上述关于自我成长的诠释，主要参考萨提亚对成长的界定，本研究将自我成长定义为个体透过

自我觉察和自我认识，促进其对自我的接纳，提升其自我价值感，最终达到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其中，自我觉察与感觉体验直接联结，主要涉及个体对自己身体、情绪和观念的觉察。自我价值感采用

黄希庭教授的定义，即自我价值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认知和评价作为客体的自我对社会主体(包括群体

和他人)以及作为主体的自我(I)的一种正向的自我情感体验(黄希庭，杨雄，1998)。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

长教学模式在高校心理学专业应用心理学课程中的探索主要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3.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实施路径 

3.1.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总体设计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在整体教学安排上采取如下方法： 
教学内容包括课程理论、知识、技能，以及学生的自我成长；教学形式上，课程的前半部分采取集

体教学(教师授课)，后半部分采取小组实践(助教指导)；教学人员安排上采取教师和助教分工合作；课程

考核与评估采取平时考察(包括出勤率、参与程度等)、实践能力考核(教师和助教协同考核)和期末考核(自
我成长报告，从课程开始时即开始进行自我行为矫正，不断评估，期末交给教师)相结合的方式，平时考

察采取助教为主，教师为辅的方式评估，期末考核主要由教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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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我成长的具体实施路径 

依据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课程特征、课程对象特点及课程教学目标，在不影响课程本身讲授与实践

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教学模式的总体设计，并在每次课程中应用以下四条具体路径促进学生自我成长。 

3.2.1. 以课前冥想为铺垫，促进学生对自我的觉察 
冥想(meditation)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放松方法，它能使个体接触自己、活在当下、觉察而放松，也可

以用来调节个体当天的心情(葛莫利，艾达斯金，2008/2009)。Goldin 等人的研究表明，冥想能有效减少

焦虑(Goldin, Ramel & Gross, 2009)，Jain 等人(Jain et al., 2007)的一项研究显示，冥想可以显著增加个体的

积极情绪状态，Jha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冥想对注意系统具有调节作用，能分别提高被试的对内注意以及

对外部信号的注意能力(Jha, Krompinger & Baime, 2007)。此外，冥想还可以帮助从直觉和潜意识层面进

行自我觉察。因此，在课程之前(每次课程 2 课时)，任课教师会带领全班同学进行 5 分钟左右的冥想，使

学生放松平静，聚焦当下，与自己的身体和内心联结，接触自己的感觉和思想，进行深度自我觉察。 

3.2.2. 以咨询自身为主线，促进学生对自我的接纳 
咨询自身即指将自己作为自己的来访者，以自身为案例学习心理咨询相关理论、知识并练习其中的

技能。以学生自身为咨询对象，在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理解的同时，能帮助学生发现自身

的优势和不足，接纳自我，并在教师助教的指导下应用所学技术方法战胜自我的不足，促进自我发展。

咨询自身是学习应用心理学课程一个重要方面，但遗憾的是很多应用心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大都

是围绕第三案例进行分析讲解，很少直接以学生自身为案例，这样不仅削弱了学生对案例的感受性，也

降低了学生对课程相关理论、知识、技能的有效掌握程度，更使学生失去了自我成长的宝贵机会。 

3.2.3. 以观察模拟为重点，促进学生对自我的完善 
观察模拟的具体步骤是：观察是指，学生观察教师对个别同学(自愿公开的学生)的专业处理，学习课

程相关技能的应用方法，并通过观察间接觉察自我发展的状况，进一步完善自我，不断成长。模拟是指，

在小组实践环节，助教指导学生进行模拟，学生先后担任咨询师角色和来访者角色(求助问题需为自身问

题)，充分体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技能的应用和自己的感受，在实践中发现自身有待成长的地方，自我调

整，自我完善。在观察模拟之后，常常要学生思考与自我相关的话题，即“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体验是

什么？我有什么被触动了？”观察模拟的方法很符合萨提亚的成长理念，即人们因相似而有所联结，因

相异而有所成长(贝曼，2008/2011)。在任一阶段，如学生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专业技术方

面还是自我方面均可向教师、助教寻求帮助，或进行小组讨论。 

3.2.4. 以滋养为推动，促进学生自我价值感的提升 
滋养可以有效促进个体自我成长，新华词典中对滋养的诠释为供给养分或养分养料，在本研究中指

从心灵层面为学生提供养分养料，具体实现途径为：集体授课部分教师随机对大家送出欣赏和感谢；进

入小组实践环节的前 5 分钟左右，教助对学生送出欣赏和感谢，小组成员对自己及其他成员送出欣赏和

感谢。欣赏和感谢的内容越具体越好，每个成员均是有感而发，不强制发言。通过滋养，可以培养学生

发现自己及他人美好的部分，并发展其自然表达美好的能力，与此同时，从自己、他人、同学、教师和

助教等不同角度帮助学生发现其自身特点，发掘其自身价值，全面提高其自我价值感。 

4.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效果 

4.1. 研究方法 

4.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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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行为矫正”专业课为契机，对 77 名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

学模式的实践研究。被试被随机分为 7 组，每组 10 人左右。此外，本研究采用同一专业、参加同一教师

讲授的同一课程、同一评估标准下的 32 名大学生作为参照组探讨教学模式对大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影

响。 

4.1.2.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前后测研究设计，在教学实践前后分别施测自我价值感量表的总体自我价值感量表和一

般自我价值感量表(黄希庭，杨雄，1998)，并在课程结束后施测评课调查问卷(自编)。教学实践严格按照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总体设计，在每次课程中结合授课内容有效地应用自我成长的具体实

施路径。 

4.2.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实践效果 

4.2.1. 学生对所学课程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效果 
首先以平时考察和期末考核方式为主，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为辅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课程本身的理论、

知识与技能学习情况的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期末考核方面，与教学改革前同一专业、参加同一教师讲

授的同一课程、同一评估标准下的大三学生相比(N = 32)，参加过教学改革的学生的行为矫正报告完成状

况有了显著提高(t = 2.148，p = .036 < .05)。此外，几乎所有学生均初步掌握了课程相关理论知识，具有

使用制定目标行为技术和放松技术等简单技能的能力，有 85%以上的学生具有较好的实践能力，能够高

效实现自我行为矫正目标。通过访谈发现，集体授课部分使学生形成了一个知识体系，之后的小组实践

使学生及时应用并发现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兴趣，有效地将所学知识技

能运用在日常生活解决自己及他人的困扰，如失眠问题、拖延问题和调整作息等。 

4.2.2. 学生自我成长的实践效果 
学生自我成长效果主要采用两种评估方式：一种是客观评估；一种是主观评价。客观评价主要通过

课程前后测的问卷测量方式考察学生在自我觉察、自我接纳及自我价值感上是否有所提升，该部分所用

测量工具为自我价值感问卷(黄希庭，杨雄，1998)；主观评价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令学生进行自我评估，并

结合集体访谈和个案访谈法深入研究学生自我成长的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学生自我价值感均有显著提高

(总体自我价值感：F = 12.556, p < .01；一般自我价值感：F = 12.112, p < .01)，尤其是前测中处于低分组

的学生(总体自我价值感：t = 3.948, p < .05；t = 4.140, p < .05)，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对学生

自我成长的效果较大，但对于研究前自我成长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的学生，需要对模式进行进一步改进。

通过访谈可知，一学期潜移默化的培养，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学生的自我发展，使学生懂得欣赏自己，接

纳自己，提升了其自我价值感，在其心底播下了一颗温暖又充满力量的种子。 

4.2.3.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整体实践效果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考察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整体实践效果，研究结

果表明 90%以上的学生认为个人的心灵的确在这门课中得到了一定的成长，并将在课程结束后继续关注

自我的心灵成长。95%左右的学生认为其愿意积极参与到类似授课方式的课程中，并希望其他的应用心

理学课程也采用类似的方式。 

5. 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5.1. 重视教师的专业实践素养 

推行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教师的专业实践素养，教师应用心理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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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技能的实践能力和教师自身的自我成长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的培

养和学生的自我成长的进程。针对教师专业实践素质问题，李国强曾提出“双师型”教师，即指既具备

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及一定的科研能力，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

作经验的教师(李国强，2010)。由该概念可知，“双师型”教师较为适合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

即任课教师除了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科研能力之外，还需具有丰富的心理咨询经验，擅长所

授课程涉及的心理咨询流派，此外，教师还应定期接受个人督导，具有较好的专业实践素养。 

5.2. 培训助教的专业指导能力 

在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下，助教会直接接触并指导学生专业学习及自我成长，因此，在

担任应用心理学课程助教之前对其进行严格培训非常重要。在自我成长培训方面，所有助教最好为心理

咨询方向研究生，且接受过自我成长小组训练，经教师鉴定具备初步指导本科生自我成长的能力；在应

用心理学课程培训方面，所有助教均需在课程开始前掌握所授课程涉及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此外，

在每次授课前，教师还应就下节课要讲授的内容对助教进行再次培训，要求各助教实际操作所授技能，

直到教师鉴定合格为止。助教的培训时间和强度可结合助教自身状况及所授课程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 

5.3. 构建健全的危机应对体系 

在兼顾高校学生自我成长教学模式下，所有学生均会不同程度地进行自我剖析、自我咨询，可能会

暴露出一些问题较为严重的学生，这时一个健全有效的危机应对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强调“三

个资源”：资源一，具有丰富高校心理咨询与治疗经验的任课教师；资源二，设备健全、师资丰富、运

作正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资源三，在校期间管理学生思想教育、学业及生活各级辅导员。出现问题较

深的学生时，首先由任课教师进行及时的适当处理；其次，建议学生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进

行进一步处理；最后，如果问题比较特殊，则应与学生的辅导员取得联系告知学生状况，令辅导员重视

该学生并建议辅导员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综合三方面的资源，及时有效地解决学生遇

到的心理问题，促进学生的自我成长，最终达到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 

5.4. 营造安全接纳的课堂教学氛围 

学生能否充分的自我成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课堂氛围安全度的高低。马斯洛曾指出，心理的安全

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

种需要的感觉(雷伯，1985/1992)”。如果学生不能摆脱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他们将很难真正深入地

接触和觉察自我，其自我成长进程会受到严重阻碍。为营造安全和充满爱的课堂教学氛围，兼顾自我成

长的教学模式应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念，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把人的本性的自

我实现归结为潜能(一种类似本能的性质)的发挥，充分尊重并接纳每个课堂成员，并通过冥想使个体放松，

充满正性能量。此外，本模式还特别强调保密性原则，在学生公开自我袒露时，其他成员应充分尊重并

保密；在小组实践初期，助教和小组成员一起协商团体契约，在此过程中再次强调保密原则的重要性。

本研究实践结果表明，通过上述方法营造安全教学氛围是可行的，很多学生愿意打开心门，自我探索，

部分学生甚至公开他人分享、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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