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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发挥《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课程在小教全科学生心理辅导能力培养中的主导作用，课程

团队结合农村小学实际需求，以“实践取向、服务山区”为导向，在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模块、授课方

式、评价方式、实践实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教学效果评价显

示，本课程能有效提升全科生的心理辅导能力。这为以后构建成熟的“小教全科生心理辅导能力培养模

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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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that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for Pupils 
plays in 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of gene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to provide psychologi-
cal counseling to pupils, the course team, based on the actual demand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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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 areas, with the purpose of “serving mountainous area through practice”, has made a series of 
exploration through practic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course positioning, teaching content mod-
ule, teaching method, evaluation method, practice, training, etc., and has made achievements of miles-
tones. The results of the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show that the cour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eachers of gene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students,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ture “mode for training teachers of gene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f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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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师心理辅导能力，也可以叫做心理教育能力，是指教师能够采取恰当的问题疏导与解决策略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1]，具备一定的心理辅导能力是对全体小学教师的基本要求[2]。与城镇小学相比，

农村小学教师更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辅导能力，因为目前农村地区仍然相对缺乏足够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严重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3]，心理辅导工作往往由班主任和普通任课教师承担。从事心理辅导工作需

要足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因此，农村小学教师需要经过系统的职前学习或职后培训才能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小教全科生是新时期偏远地区农村小学教师的重要来源。广西响应中央号召在 2013 年启动了农村小

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师范生(通常也简称“小教全科生”)计划，由地方院校承担培养任务，旨在为山区农

村小学培养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全科型合格、优秀教师，毕业生要回生源地服务 6 年

[4]。目前，已有大批全科生进入工作岗位，成为偏远山区基础教育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职前阶段培养

小教全科生的心理辅导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提高未来农村地区心理辅导教师队伍的专业化程

度，为农村地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师资上的保障。 
《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是培养小教全科生的心理辅导能力的核心课程，是提升小教全科生的心

理辅导能力的最主要、最直接的途径，因此，要对《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课程给予足够重视。河池

学院作为广西地区承担全科生培养任务的院校之一，多年来不断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培养小教全科生的

经验，同时，也为本课程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契机。课程团队一开始就意识到，课程的设置要能够适应桂

西北农村地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照搬其他学校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让学生做

到学以致用，因此，课程团队多年来在教学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对课程进行优化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自

2021 年开始，课程团队更是对该课程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 课程改革的意义 

2.1. 可以更加精准地为农村地区培养心理辅导师资队伍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各地区中小学校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越来越重

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在偏远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仍然面临很大

的困难，没有形成工作常态。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是制约农村小学心理健康工作开展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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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一。有调查显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小学阶段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师生比例为 1:9035.4，并且城乡差别

极大，心理健康教育师资薄弱[5]。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地区小学无法在短时期内配备足够的

专职心理辅导教师以及建设完善的心理辅导室。在这种形势下，农村小学任课教师成为心理健康教育和

辅导的主要力量，这也造成农村小学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形式与城镇小学存在一些区别：学科渗透和少

先队、班主任工作成为农村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因此，小教全科生的心理辅导能力培养要充

分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基于这些现实问题，对小教全科生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要做到精准化、本土化、

小学化，充分考虑当地农村小学的实际需求和现实困难，避免“不接地气”：比如小教全科生的心理辅

导能力结构应该包括哪些要素，职前阶段具体应该学习哪些心理辅导知识与技能，学习内容的重难点应

该如何设置，这些正是本次课程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次课程改革将更加精准地培养小教全科

生的心理辅导能力，做到学以致用。 

2.2. 可以更加有效地完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的能力结构 

心理辅导能力是小学教师必备的职业素养[6]。早在 2011 年，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
行)》中就指出：“了解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学会诊断和解决小学生常见学习问题和行为问

题是小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之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提出：“全体

教师都要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此外，《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指出，小学教师要“能促进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小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是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的重要内容模块之一，《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小学)》在考试内容模块与

要求部分指出“小学教师要掌握心理辅导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能力是对全体小学教师的基本要求，然而农村小

学教师大多缺乏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的技能[7]，这就形成了两种矛盾：第一，从需求上看，农村地区小

学教师相比城镇小学教师更应该具备一定的心理辅导能力，可实际上他们的心理辅导能力却相对较低；

第二，从理论上讲，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属于教师的核心能力[8]，可实际上很多农村小学教师没有形成这

部分能力。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农村小学教师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本次课程改革将从心理辅导意识、

心理辅导知识与技能方面加强对小教全科生的培养，更加有效地提升小教全科生的心理辅导能力，从而

完善未来农村全科型小学教师的能力结构。 

3. 课程改革的实施 

3.1. 明确课程定位 

《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又名《小学生心理辅导》，属于小教全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专业

基础课，旨在帮助小教全科专业学生了解和感受小学生心理辅导的专业性质、基本原理、实施方法及组

织管理，以便在将来的工作中能以正确的视角对待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有能力开展一定的心理

辅导工作。以本课程团队所在的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为例，小学教育本科(含语文、数学)和全科(含初

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和高中起点三年制专科，2021 年新增全科本科)都开设有本课程，但是在课程设置时要

充分考虑到本科和全科的差异性，对于全科生的培养要充分结合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充分考虑农村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的实际需求和配套资源紧缺的现实困难，探索出能够真正学以致用的、服务于山

区小学的校本培养模式。本课程团队在对河池地区农村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以“实

践取向、服务山区”为导向，建设学以致用、服务地方的校本课程。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引导小教

全科生主动建构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观，具备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的知识，具备在农村小学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与辅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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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教学内容 

上文提到，小学生心理辅导工作在农村地区的开展仍旧面临很大困难，农村地区的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资源配置还很不充分，缺少专业化的心理辅导老师和设施完善的辅导室，心理辅导工作很难形成常态

化。在班主任工作和日常学科教学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农村地区心理辅导工作开展的重要形式。

因此，本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充分考虑了这些实际情况，教学团队在前期深入小学一线调研的基础上，

对教学内容模块进行了优化。比如与本院小教本科的教学模块相比，删除了“心理障碍的甄别与干预”

等章节，增添了“心理辅导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心理主题班会的设计”两个专题的内容，并且在很

多知识点上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调整，以便贴合小教全科生将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以 48 学时为例，本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情况见表 1。 
 
Table 1. The teaching content setting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for Pupils 
表 1. 《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教学内容设置 

模块划分 模块名称 包含的内容 学时 

第一模块 课程基本介绍 小学生心理辅导的意义、内涵、目标；小学生心理辅导者应具备

的条件 
2 

第二模块 小学生心理辅导的基

本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理性情绪理论、人本主义理论、

团体辅导理论 
10 

第三模块 小学生心理辅导的基

本技术 心理辅导关系建立技术、会谈技术、心理评估技术 8 

第四模块 小学生常见心理问题

的辅导 
认知心理问题及辅导、学习心理问题及辅导、人际交往问题及辅

导、情绪与意志问题及辅导 
8 

第五模块 小学生问题行为的甄

别与干预 
品行问题的甄别与干预、不良行为习惯的甄别与干预、退缩行为

的甄别与干预 
6 

第六模块 小学生心理辅导课的

实施方法 
游戏辅导法、心理剧辅导法、绘画辅导法、阅读辅导法、心理主

题班会的设计、心理辅导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 
12 

第七模块 小学生心理辅导的工

作管理 
心理辅导的基本格局、小学心理辅导教师的道德素养与专业素

养、心理辅导环境的布置及档案管理 
2 

3.3. 整合及开发课程资源 

在重新修订了本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明确了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课程团队对本门课程已有的教学资

源进行了整合，并开发了新的教学资源。首先，是对纸质教学资源的整合，本门课程曾经使用并比较过

三本教材，分别是黄秀梅翻译的澳大利亚热尔达等人编著的《儿童心理辅导》，陶勑恒、郑洪利主编的

《小学生心理辅导(第 2 版)》，和彭小虎主编的《小学生心理辅导》。经过反复比较和实践，本门课程目

前选用彭小虎教授主编的《小学生心理辅导》作为教材。考虑到这几本教材各有优点，本门课程对这几

本教材进行了整合，设计了本门课程的讲义，以便更贴合教学大纲。其次，建设了本门课程的数字化资

源，为了实现课堂的部分翻转，对一些知识点录制或者整理了相关视频和习题库。这些资源既可以供学

生自主学习使用，也可以在教师课堂授课时共同学习使用。 

3.4. 改革授课方式 

本门课程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调整过数次学时，设置过 18 学时，24 学时，28 学时，32 学时，36 学时

和 48 学时。调整学时的目的在于通过行动研究法，找到最佳的教学模式。课时的多少受到教学内容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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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此，这几种课时下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不同学时对授课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比如

18 学时适合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教学。经过实践比较，48 学时更符合目前的教学实际，于是采用了传统

课堂和线上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其中，线下 32 学时，线上 16 学时，实现了课堂的部分翻转。线下学习

注重启发式教学，结合案例，让学生进行充分的思考和训练；线上学习则采用“1 + 1 + 1”的教学方式，

即“一门慕课、一个教学平台、一个课程群”。 
本门课程采用的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彭小虎教授团队编写的教材，并且湖南第一师范很早就开始设

置小教全科专业，在本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先进的教学经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本课

程团队在学习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建设了自己的网络学习资源，采用了微助教作为线上教学平台，课

程团队制作的课程视频和课件等资源会通过微助教共享。课程团队在授课过程中比较了多个教学平台的

使用效果，发现微助教更符合本课程目前的授课方式。课程团队除了把制作的视频和课件推送给学生以

外，还充分利用了该平台的签到、答题、作业、讨论等各项功能。利用 QQ 群是比较简便而且高效的课

外辅导途径，因此，课程团队以班级为单位建立了本门课程的 QQ 群用来在线答疑。这种“1 + 1 + 1”的

授课方式实现了课堂的部分翻转，提高了学习效果，并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3.5. 改进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的改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优化了课程成绩的构成。本门课程最终确定了“平日成绩 40% 
+ 期末成绩 60%”的评定方式，平日成绩又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和平日作业，期末成绩为期末考试

成绩。二是改进了评分方式。在平日成绩中，课堂出勤由微助教记录；课堂表现采用加分制，对于课堂

表现良好的同学加分，比如能正确回答问题加分但答错不扣分；平日作业又分为在线随堂练习和在线课

后作业，客观题由微助教自动评分，主观题除了教师评分外，适当加入了学生互评。平日成绩会及时反

馈给学生本人。期末考试由至少五种题型构成，试题结合了一部分心理咨询师技能考试的内容，以便更

好地考查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6. 加强实践实训 

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活动，本课程依托校内教师教育实训中心和校外实践基地，给予同学们充分

的实践机会。教师教育学院实验实训中心有团体辅导室、人才测评实验室、行为观察室、沙盘游戏室等

实验、实训室供本门课程教学使用。另外，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也为本门课程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

支持，心理健康中心相对完善的各类辅导室和活动室为同学们学习和观摩提供了便利。此外，河池学院

与当地多所小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拥有多所校外实践基地，并且在小学一线设置了儿童游戏辅导室。同

学们可以在见习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实践，加深对本门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本课程每个教学模块都包

括课内实践活动，使学生得到了充分的实践锻炼。除了每个章节对应的课内实践活动，本课程还设置了

几个课后实践活动，课后实践活动在任课教师的协调和安排下进行，为的是进一步增强学生开展心理辅

导的能力。目前设置的课后实践活动有三个，分别是：实践一，心理咨询会谈模拟，该活动要求学生自

由组合，模拟心理咨询谈话，并录制视频；实践二，团体心理辅导实训，该活动要求学生分成小组，每

组学生主持一次小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心理辅导活动方案由学生自行设计并由教师批改和监督；实

践三，小学心理辅导工作观摩，该活动是在教师的带领下参观小学心理辅导室，并与小学心理辅导教师

座谈。实践一在校内完成，实践二和实践三在教育见习中完成。 

4. 取得的成效 

由于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历年期末考试的难度一致，因此，用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指

标不是很合理；出于行动研究的需要，每学期的平日作业也在不断优化调整，因此，用平日成绩衡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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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成效也不够合理。鉴于以上原因，本研究采用学生课程满意度和心理教育能力测验结果作为衡量教学

改革效果的指标。 

4.1. 学生课程满意度 

采用自编《课程满意度问卷》，在每学期课程结束后立即调查，把 2022 年(20 级全科班)、2021 年(19
级全科班)、2020 年(18 级全科班)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随着课程的不断优化和调整，近三年来学生

的总体满意度呈现上升的趋势(满分 5 分)，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urs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for Pupils 
图 1. 《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课程满意度 

4.2. 心理教育能力测评结果 

首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题对学生整体的获得感进行了初步评价。问题为：“你认为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提升了你的心理教育能力吗？”选项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5 点计分，本学期学习过本课程

的全科学生共 196 人进行了作答，总平均分为 3.69 分，明显高于问卷的理论中间值。说明学生普遍认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自己的心理教育能力获得了提升。 
其次，为更加精确地评估本课程在提升全科生心理辅导能力中的作用，采用李方编制的《中小学教

师心理教育能力问卷》，对小教全科生的心理辅导能力进行调查。该问卷从知识内涵、心理咨询与辅导

能力、心理教育活动设计能力、个性品质四个维度来衡量个体的心理教育能力[9]。在本院学过与未学过

《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课程的全科学生中各随机抽取部分学生，调查他们的心理教育能力并进行比

较。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学过本课程的学生在三个维度及心理教育能力总分上均高于未学过本课程的

学生，并且在心理咨询与辅导能力、心理教育活动设计能力，及心理教育能力总分上显著高于未学过本

课程的学生，具体结果见表 2。这说明，本课程在提升全科生的心理教育能力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Table 2. Assessment result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bility 
表 2. 心理教育能力测评结果 

 是否学过本课程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 p 

知识内涵 
是 125 3.42 0.52 

1.42 0.156 
否 80 3.32 0.47 

心理咨询与辅导

能力 

是 125 3.55 0.95 
2.14 0.034 

否 80 3.28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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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心理教育活动设

计能力 

是 125 3.34 0.56 
2.45 0.015 

否 80 3.14 0.54 

个性品质 
是 125 3.85 0.88 

1.35 0.179 
否 80 3.68 0.77 

心理教育能力 
是 125 3.73 0.81 

2.27 0.024 
否 80 3.48 0.63 

5. 结束语 

本课程教学团队采用行动研究法，在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模块、授课方式、评价方式、校内外实践

实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不过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

如针对不同学制的全科生，在课程设置上是否有必要区分，以及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区分，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本研究是建构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心理辅导能力培养模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对于职前培养阶段

起到关键作用的《小学生心理教育与辅导》课程进行了系统的教学改革实践，希望本研究能为相关工作

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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