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解锦囊：形式、选题与内容 

（第二届与首届广东省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教学节段展

示由准备三节增为十节，这对选手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 

 

教学节段展示之我的见解： 

第一，形式上。 

这不是说课，权当下面坐的就是学生；这也不是浓缩课，不需要把一整节课

的内容都呈现出来；评委不会与选手有任何互动，不能有类似“自问自答”的形

式，大赛赛制中也特别提到游戏法、讨论法不适用。那么，这个环节究竟怎么处

理好呢？我的理解是：可以是活动已经完成后的一段分享、总结，也可以是活动

进行前的教学铺垫和解析，可以有预设的内容，但不能出现即时生成。另外，十

分钟只凭着一张嘴讲是很无趣的，如果能辅以一些展示或者加入自己独特的才艺

就会成为闪光之处。如果有视频播放，最好不要超过 2 分钟。 

第二，选题上。 

赛制中提到在题目上，建议选择积极心理方面。我的感受是直接挑战一个新

的选题其实比“旧瓶装新酒”要来得容易一些。评委们看的太多了，如果选题陈

旧，内容上也难免不与他人雷同，倒不如换一个全新的主题，即使内容相对简单

些，也会让人耳目一新。另外需要注意，毕竟是心理课，最好融入心理学的理念

或知识点，并且注意与学生学段的对应。这里，强烈建议选手们研读指导纲要对

每个学段学习内容的安排，如在情绪主题中，高中（中职）阶段已经需要掌握“情

绪 ABCDE”理论的认知方法了，不能仅停留在“换个角度想问题”。 

第三，内容上。 

只有十分钟的展示，不可能面面俱到，切忌“假大空”，最好能够从一个小

知识点作为切口，深入探索，越具体越好，越具可操作性越好。比如“认识自我”

这一主题，我围绕了认识自我的途径之一“他人评价”进行展示：他人怎样评价，

他人评价的途径，他人评价的两面性，如何对待他人评价（具体方法）。 

最后，我将展示比赛中所抽到的一课《幸福心流》，与大家分享。 

①通过一组数据，引出“幸福”概念。 



 

②以学生已经进行完课前作业和课上活动作为基础，主要进行成果展示。 

手机是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部分学生甚至沉迷手机，以此为出发点，

探索手机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吸引力？ 

 

 



③提出“心流”这一概念，与幸福进行结合。 

 

④“幸福心流”从“手机”流向生活的其他方面。即，在手机中我获得了某种幸

福体验（如成就感），那么生活中还做过哪些事情也让我有同样的体验呢？（如

成功包好饺子）。 

 

⑤通过绘图的方式，留存幸福瞬间。展示学生已完成的一些作品。 



 

 

结语：本次比赛最大的收获是在压力中磨出了十个较新的主题，搜集到不少材料，

为之后的现实课堂提供了很多素材。我理解的是“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才是比

赛的终极意义吧。以上是我的一些感受和看法，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还可以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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