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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从教学专业发展和教育专业发展两个方面出发，总结出了心理健康教师专业发展的部分要求。最终

得到四点促进准教师专业成长建议：第一，学习掌握一般性教育知识与技能；第二，强化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第三，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精神、清晰自我定位；第四，提高专业成长意识、

进行职业规划。旨在为心理健康准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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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summarized some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teachers from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
velopment. Finally, we get four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rospective 
teachers: First, learn to master general educat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Second,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ird, cultivate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lear self positioning; Fourth,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conduct career planning.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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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prospectiv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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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是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个体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情意、专业兴

趣、专业价值观、专业发展意识等方面由低到高，逐渐符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人员标准的过程。教

师专业发展主要强调教师个体由不熟练逐渐成长为成熟的专业性强的专家型教师的过程，主要强调教师

个体的、内在的专业性的提高，是教师由非专业人员成长为专业人员的过程(裴娜，2016)。加强中小学心

理教师专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学校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刘杰瑞，李灵，

2015)，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研究有其必要性。查阅以往文献发现，目前已有多篇关于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文献，但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为某一省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群体

或某一位心理健康教师。本研究结合自身实际，将重心放在了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准教师(即已经获得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资格证，有志于投身于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心理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准毕业生)的专业成

长上。通过查阅以往相关文献中所提到的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从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

略，给出了一些有关心理健康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对准教师专业成长的理解，期望能够给心理健康

教育准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借鉴意义。 

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要求 

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本文主要从教学专业发展以及教育专业发展两个方面进行阐

释。教学专业发展主要包括发展教学知识与教学技能，教育专业发展主要指发展教师专业理想、专业思

想、专业品格以及专业智慧。 

2.1. 教学专业发展 

2.1.1. 一般性教育知识与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 
心理教师应发展教学知识，首先在知识层面上需要掌握一般性的教育知识，一般性教育教学专业知

识是指所有教师必须要掌握和学习的基础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包括：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

其次，要想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行业，成为一名专职教师，还需要具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知识是指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咨询与辅导、心理测量、心理实验与统

计等学科知识体系(裴娜，2016)。 

2.1.2. 一般性教育技能与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技能 
一名专业教师不仅需要具备相关教学知识，教学技能也必不可少，心理健康教师专业发展，需要掌

握的教学技能分为一般性教育教学技能以及专业性教育教学技能。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一般性教育教学

专业技能即是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技能，如教学设计技能、教学实施技能、教学测评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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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能力是指心理辅导和咨询专业技能，如心理测验和评估的技能、个别和团体辅导咨询

技能、危机干预技能、建立心理档案技能、心理知识宣传的能力、活动管理与组织能力以及沟通与协调

能力(裴娜，2016)。 

2.2. 教育专业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专业发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理想，专业理想是

教师对所从事行业的向往与追求，心理教师应对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工作内容有充分的理解，热爱所从事

的行业；第二，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思想，发展心理教师的专业思想需要教师不断反思总结教学经验，

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各种教育经验，形成和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教育理念以及科学的教育思想；第三，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品格，教师的专业品格包括终身从教、育人为本、为人师表，作为心理教师，除了要

有终身从教的坚定信念和身正为范的意识外，更应该要坚持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育过程中关注学

生的心理健康，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第四，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智慧，教

师的专业智慧包括基本智慧和发展智慧，基本智慧指课程智慧、教学智慧、管理智慧，发展智慧包括行

动智慧、合作智慧与人格魅力，专业智慧的提升有助于艺术的处理教育问题。 

3.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要求对准教师的启示 

心理健康教育准教师的专业成长可以将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发展要求作为发展目标，参考未来想要

就业地的行业要求，结合现在自身所在学校以及周边环境所能获得资源的实际情况，不断地提升自己的

专业知识、技能以及专业精神。 

3.1. 学习掌握一般性教育知识与技能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准教师，如果想要获得专业成长，在所就读的学校中需要注重教育学、教育

心理学、教学法等基础教育教学理论知识课程的学习，对不同的专业和学校而言，这些课程性质有所不

同，有的可能是必修课程有的可能是选修课程，因此课时安排可能会有所不同，一节课所能讲授的内容

有限。准教师不能仅仅依赖于学校所安排的上课时间，可以利用互联网，在中国慕课等 APP 上进一步学

习掌握相关知识。心理健康准教师还需掌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技能，如教学设计技能、教学

实施技能、教学测评技能等，教学技能的提升需要不断地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借用学习共同体，

相互监督、相互进步。学习共同体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种重要资源，对教师的成长起着不容忽视的支持

作用；在学习共同体中，教师之间基于一定的问题或情境展开交流、沟通、协作，教师可以与他人分享

自己的实践知识，从而达到共同发展、进步的目的(高亚兵，2012)。准教师在学校可以与自己的室友或同

专业的朋友每周或每月模拟授课，进行教学练习，相互之间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讨论不足之处的改进

方法。现在大多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都是单打独斗，陈庆华等人在对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发展环境的

研究中提到目前很多中小学校只有一名心理教师，难以形成教师间的有效支持与合作，心理教师成为教

师队伍中的“小众群体”，他们在学校的工作往往没有同伴可以交流，游离于各个教研活动之外，缺少

专业氛围(陈庆华，黄孝玉，2018)。为了降低未来工作中单打独斗的孤独无属感，准教师在校期间就可以

着手建立自己的学习共同体，在未来的工作中可以利用微信、QQ 群等社交软件相互沟通交流、讨论，提

前做好准备。 

3.2. 强化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专业能力 

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咨询与辅导、心理测量、心理统计等学科知识体系是

心理健康教师所需具备的专业知识，而这些知识正是准教师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课程，因此要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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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在学校积极寻找学习资源，学习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括

心理教育工作者同行、心理专家等，非人力资源包括心理学类专业书籍与杂志、网络媒体资等(张环，2018)。
在学校的专业学习中可以寻求教师、同学等帮助，除了书本上的知识，还可以寻求网络资源、关注心理

学相关的微信公共号等。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准教师还需发展心理辅导和咨询专业技能，可以加入学校的

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团体辅导以及咨询实践，在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过程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与

咨询相关的专业书籍、提升自己的团体辅导与咨询技能、提高危机干预意识、学习到心理测验及评估方

法等，在工作中促进专业成长，助人自助。此外还可以提前进入中小学实习，提前适应心理健康教师的

工作内容，发展专业能力。 

3.3. 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精神、清晰自我定位 

想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准教师必须要具备自己的专业理想和专业情操，对自己

即将从事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要持有客观且理智的价值评价，职业倦怠是教师从业后可能存在的问

题，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准教师需要找到自己的行业价值，思考自己所选行业的意义，明确自我定位，

热爱自己即将从事的行业。教师不仅仅是教书，更要育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相比较其他学科教师更具

有特殊性，更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为一个准教师应严于律己，心理教师

更需要要求自己对学生有责任感和义务感。 
张环在对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中发现，中小学心理教师存在多元化角色使其发展后劲不

足的问题，中小学的心理教师，大多兼职多种学科的任务，心理学专业毕业的教师不能得到专职使用，

同时跨学科的教学任务也让心理教师花费大量的精力应对，从而没有足够的时间用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上(张环，2018)。此外，邵立杰在研究小学心理教师自我发展时也发现由于心理健康教师对心理辅导

的理解偏差导致心理教师存在专业角色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心理健康教师认为心理辅导就等于问题学生

辅导，过于偏颇问题学生，忽略了心理素质提升的全面性。有的心理健康教师认为心理辅导就是游戏活

动辅导，过分依赖游戏活动，没有考虑到多元化辅导方式的重要性，并且功利性培训使其丧失了心理健

康教师的本质；教师为了完成学校给下达的教学任务，矫正问题孩子的心理问题，却忽视了全面性与整

体性(邵立杰，2017)。因此，心理健康准教师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避免产生角色矛盾，若是不得不

兼职多学科时，分清主次，合理分配管理时间。 

3.4. 提高专业成长意识、进行职业规划 

教师自觉自发开展专业学习是自主成长意识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专业水平的动力源泉；张萌玉在

对某市城区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成长调查中发现，有 63.46%的教师认为，自身对专业发展缺乏清晰

认识，反映出部分心理教师对专业成长的意识欠缺(张萌玉，2020)。作为一名准教师需意识到专业成长的

重要性，自觉自发进行专业成长。心理健康准教师现在还未面临实际的教师工作环境，但要想促进专业

成长，应提前思考未来的就业地区，进行职业规划。主动了解成为一名心理教师的客观条件，例如考取

相应的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以及心理咨询师证，在网上找学习资源自学需要掌握的软件设备，例如房树

人、沙盘治疗等相关咨询技术。平时多加阅读专业文献，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科学研究，提升科研

能力，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此外多关注国家政策、提前熟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材。 

4. 结论 

综上，心理健康准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专业成长： 
第一，学习掌握一般性教育知识与技能。认真学习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一般性教育知识

学科，借用学习共同体提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测评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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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化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利用各类学习资源构建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心理咨询与辅导、心理测量、心理统计等学科知识体系。通过校内外专业实践提前接触心

理健康教师的工作内容，提升专业能力。 
第三，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精神，思考所选行业意义，寻求行业价值。避免多元化角色冲突，抓

住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点，明确自我定位。 
第四，提高专业成长意识、进行职业规划。提前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自觉自发做好从教准备，

满足从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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