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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深厚的科学知识，还需不

断的完善人格品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这就要求教育的发展不仅要对科学知识进行传播，同时重视对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校广泛关注。

在进行健康教育教学中发现，传统的健康教学传播缺乏创新，教学效果不佳。而心理拓展训练作为一种

新兴的教学手段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传播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等对

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中开展心理拓展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分析目前心理拓展训练在大学生健康教育中开

展的现状进行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健康中国”背景探索心理素质拓展融入大学生健康教育具体实施路

径，为大学生健康教育改革提供新思路，助力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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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country has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al-
ents. As a college student, not only must master profound scientific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personality quality and enhance social adaptability. This requires that the de-
velopment of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dissemin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health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schools. In the 
teaching of health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health teaching communication lacks 
innovatio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is not good. As a new teaching method, psychological develop-
ment training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educa-
tion cours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raining in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Healthy China” background explores the expansion of psycho-
logical quality into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education, pro-
vides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education, and helps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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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将健康教育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纲要》指

出了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纲要》在第四章“加强健康教育”

中强调加大学校健康教育，这凸显了健康教育在健康中国目标中的地位。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有着重要作用，但是传统的健康教育传播方式未能达到一个很

好的效果，心理拓展训练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体验式培训方式，近年来在提高学生兴趣与参与度上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新颖的培训方式注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精神和情感的体验，使学生的主体意志得

到充分的发挥切合了体验 + 知识的教育思想。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心理拓展训练 

拓展训练起源于西方二战期间，英文 Outward Development，又被称为外展，是教育学家、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对翻船后一些幸存者的研究。二战期间，在大西洋上的船受到攻击后船被沉入后，只有少部分

的水手存活。后救生员发现存活下来的水手并不是年轻力壮的水手，而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水手。经过

研究发现，水手活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于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库尔特，哈恩博士(Kurt Hahn, 1986~1974)
做了大量的研究，认为人的经验来源于自身体验，有了体验记忆就会长久。1941 年 Kurt Hahn 博士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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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体验的教育理念付诸于实践，并创办了世界第一所心理拓展训练学校。拓展训练涉及多个领域，从

事的专业不同，看待拓展训练的角度就有所不同。研究者认为心理拓展训练是以户外活动为形式，对教

学情境进行设计，让学生在体验中获取知识，通过反思与感悟改变行为实现目标教育。 

2.2. 健康教育 

科学健康观认为现代的健康不仅是指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包括了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教育就

是利用教育活动，增强人们的健康观念，培养人们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疾病。刘永祥在《健康体育与

养生保健》一文中谈到：“健康教育以各种各样教育活动存在，对学生进行有计划和组织的教育活动，

可以在学生心中慢慢形成正确的健康意识，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对自身不利的健康因素的

影响，改善自我及社会群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的生命质量和素质得到有效提高，最终养成良好文明

的生活习惯的教育活动”[1]。 

3. 健康教育中开展心理拓展训练的必要性 

3.1. 心理拓展训练以培养大学生良好心理素质为基础 

当代大学生基本都是 90 后的独生子女，抗压能力较弱，自我意识弱。价值取向也受到了内外条件的

挤压，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的特征，在家受到家长的娇惯普遍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许多大学生在学

业的压力下暴露出了心理问题，高度引起了社会重视，为社会敲醒了警钟。心理拓展训练的团队训练体

验模式，能够让学生学会与他人沟通，懂得换位思考合作交流，与他人分享自身的经验，增强大学生的

适应能力。心理拓展训练的项目具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在体验项目的过程中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大多

数学生在完成项目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峰克服期，这种高峰期源于学生心理的自我突破，学生突

破原有的空间后迸发出的喜悦之情。其次，学生通过心理拓展训练，做到过去不敢做、怕做的事，从而

打破了以往认知，潜能被挖掘后同时增强学生自信心。此外，在体验中学生要挑战自我，克服心理恐惧，

学会冷静思考，调节自我情绪，有助于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 

3.2. 拓展训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 

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素质教育的主要目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拓展训练和素质教育

与素质教育有着共同的目标。传统的健康教育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多年的应试

教育观念始终把书本传授放在重要位置。而拓展训练作为新兴的项目，融合心理学、体育学、管理学、

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将心理拓展训练与健康教育课程进行融合发展，采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健康教育，

心理拓展训练中的许多项目都是针对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而设计的，以体能训练为引导，心理调整为重

点，培养意志品质为宗旨，完善人格为目的，通过完成任务来克服心理恐惧战胜困难挖掘自身的潜能。

拓展训练不仅在教学内容而且能够调动课堂氛围，用丰富的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促进学生们身心健康发展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3.3. 传统健康教育模式不再适应社会需求 

目前，健康教育课程在大学开设偏少，缺乏针对性，一些大学将健康教育重点放在了新生上，忽

视了其他年级学生的健康教育问题，部分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开展工作表面化严重，导致效果极不佳。

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意识不足，欠缺实际运作能力，导致健康教育处于被动状态。另外，当前针对大

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周期上，存在碎片化现象，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培育机制，往往是针对出现问

题解决问题，没有做提前预防提前布局。在健康教育课程授课方式上，大多数还居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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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侧重于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对于突发性问题上欠缺思考。另外学生对于健康教育停留在空洞的

理论方面，主要传播方式为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缺少长远的指导意义和

普遍的适用意义。 

4. 健康中国背景下大学生健康教育发展目标 

“健康中国”，将健康摆在了首要位置，将健康理念贯穿到教育实施的全过程之中，同时这也是大

学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指导思想。 
“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生的定向阶段，风华正

茂、满是希望，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与自我选择能力。所以在大学时期实施健康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未来健康中国建设方面具有阶段性目标：到 2030 年，健康的指标要归到发达国家的前列；2050

年，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与健康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下面是关于“健康中国”背景下学校健康教育的发展目标： 
1) 到 2025 年，政府主导、学校实施、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新时代学校健康教育工作要更加完善。 
2) 学校在进行健康教育的时间要有保证，效果要有所提升，办学条件达到国家卫生标准，学校应对

卫生公共对突发事件的精准能力显著增强。 
3) 学生对于健康素养的意识要普遍提高，体制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5. 健康教育中开展心理拓展训练的现状分析 

心理素质拓展训练是一般素质拓展训练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的产物，一般素质拓展训练为心理素质拓

展训练提供了课程形式的支撑，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在课程形式上与一般素质拓展训练具有共同性，二者都

是体验式教育[2]。但是心理拓展训练在大学健康教育的开展还处于尝试阶段，在运用在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5.1. 程序化严重，专业人员素养低 

心理拓展训练项目较强操作的程序化虽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健康教育传播者的可操作性。但是专业

人员们通过这种可操作性项目形成了复制模式，阻碍了专业人员学习的动机，降低了对于团队教育者们

的专业要求。在实际项目的操作过程中，往往健康教育传播者的专业素养才是让学生深刻体验的关键要

素，严重的程序化，使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照搬照抄的情况严重，缺乏进取心，大大降低了学校健康教

育传播人员的专业素养。 

5.2. 商业气息过于浓厚 

心理拓展训练主要针对企业和社会人士，在学校发展的起步较晚，心理拓展训练的专业人员包括校

内素质拓展培训师、外聘的素质拓展培训师以及社会优秀的公司的培训师。由于心理拓展训练的专业人

才构成方式多样化并且流动性较大，不利于学校健康教育长期的发展。在专业性方面，优秀的心理拓展

专业人员大多来源于社会经验丰富的培训师，由于接触与培训人员多数源于企业或已经参加工作等社会

人群，对学校学生接触较少，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手段，但是对学校的教育知识方面有所欠缺，

在培训中定位会出现不准确等现象。 

5.3. 师资队伍建设弱 

由于缺乏专业系统的素拓培训，教师多为自主学习，边学边用，很难带领学生在感悟分享环节将整

场活动的层次提升[3]。心理拓展训练在我国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学校教师一般也被充当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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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拓展训练教练的培训资考试，大多数优秀的教练都是在社会中积累经验不断

摸索或者自学成才。没有一套专业培训体制，导致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受到较大影响。健康教育是提

高学生身心素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目前大学也基本形成了完善的健康教育格局但是也存在任课老师

人数配备比不足，专业性有待提高。因此在健康教育中开展心理拓展受到了师资力量以及师资专业性能

力的问题，阻碍了大学生心理拓训练完整体系的构建。 

5.4. 设施要求高 

心理拓展训练在开展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设施器材，对于场地要求高，需要较高的安全保障。近年

来，在进行心理拓展训练中安全保障和教练的专业性不足，导致了一些地方在活动过程中出现了事故，

这给参训者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 

6. 心理拓展训练融入健康教育的路径 

6.1. 推陈出新，注重整合运用 

在大学健康教育在融入心理拓展训练杜绝照搬照抄，需要与心理拓展所学得的灵活的运用到健康教

育中去才是教学的最终目的，避免形成程序化教学，在健康教育中开展心理拓展训练需要将活动中的思

维方式、新的认知、行为表现进行内化，最终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要保持心理拓展训练在健康教育课程

中的可持续性，对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强化。将活动中的学习成果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 

6.2. 针对学生个体差异，进行本土改造 

心理拓展训练对于社会人员培训较多并且在融合中还带着浓厚的商业气息。目前，健康教育课程相

结合的方式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这需要我们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改造。目前，大学的

拓展训练主要由体工部负责，在健康教育课程中的运用非常稀少，活动方式、训练目标、内容设计等都

缺少规范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创新。心理拓展训练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需要提高训练的心理学含量，

注重团体心理辅导，将理论和技术放在心理拓展训练的核心成分。让学生通过倾听、分享、谈话等技术，

建立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遵循健康规律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心理转变和

身心健康发展。 

6.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健康教育传播方式 

心理拓展训练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引导者，需要丰富的阅历与实践经验，才能够在教学中对于学生的

分享与总结进行引导与点评，所以在此过程中要壮大师资队伍。心理拓展训练的教师培训可以参照心理

健康辅导培训方式进行。训练师除了具备拓展训练师和心理健康教师的资格，更需要具备学生健康标准

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并能根据教学目标和情境，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健康教育课程设计。让健康教

育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式教学，促进健康教育走上学科化的道路。 

6.4. 因地制宜 

心理拓展训练对于场地要求较高，但是在建设心理拓展训练场地设施建设可以做到因地制宜，合理

利用学校周边环境，不断创新拓展训练的内容，使心理拓展训练在大学健康教育开展中具有一定地方特

色，不需要照搬商业拓展训练的标准。大学健康教育中融入心理拓展训练要结合学生的差异性进行教学

目标设计，在实际建设中，心理拓展训练的设施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系数较髙的髙空项目，增加室内团队

合作项目。不仅可以减少开支、节约成本，也提高了心理拓展训练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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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学校针对学生的健康教育进行传播与普及，但是在传播方式以书本和课堂传

授方式为主过于传统，缺乏多样性，教学效果不佳。而拓展作为一种新兴教育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兴趣，活跃课堂氛围，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体验式学习，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也成为了学

生喜欢和接受的模式。目前，大学健康教育课程中开展心理拓展训练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从实施

对内容来看侧重于拓展训练的输入过程，由于教师的师资力量与专业素养低，导致了在融合过程中教学

方法与组织受到了限制，在融入设计的过程中因专业能力不足，所以在融合的过程中程序化严重缺乏创

新。大学健康教育中开展拓展训练的关键点在于师资对于建设，这也对心理拓展训练的教练与健康教育

的老师提供了新要求，在落实“健康中国 2030”目标，在今后大学健康教育体系建设中要加大教师师资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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