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山论“教”：让教学节段“可视化” 

（你还在为备战“广东省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的教学节段展示环节而苦恼吗？

且来看看首届赛者的备赛心得吧……） 

 

心理健康教师专业能力大赛是我省最新开展的一项衡量心理健

康教育专职教师的一项全方位比赛，许多参过赛的老师应该都能感受

到这一赛事的残酷和魅力。在这个比赛中令我最欲罢不能的便是“教

学节段展示”这一环节了，和许多老师一样，当时的我一头雾水，束

手无策。面对无学生、无互动、无交流的“三无”环节，应如何破？

我想就此话题，结合当时我个人的备赛经验，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

法。 

【理念先行】 

    心理健康活动课更多地采用库珀的体验式学习为理论依据，但在

教学节段这种类型的展示过程中，场下的评委和观摩教师全程不参与

到展示过程中来，那么这个过程的体验只能通过视觉和听觉来完成。

这一台 10 分钟的“独角戏”，必须在视觉和听觉上给在场的所有人一

种体验、反省和思考的空间，并且有去实践的愿望。因此，我将这个

环节的理念称之为“可视化”。 

【设计思路】 

在平时的课程设计中，“可视化”的环节通常是采取视频展示的

方式进行的。但是 10 分钟的展示过程中，一个视频的时长以不超 3

分钟为宜，并且需要教师需要用大量的语言组织来多层次的剖析视频

所需达到的目的。因此，我在设计的过程中，采取了心理实验的方式



来呈现教学节段所需要达到的目标，设计了《hold 住挫折君》这节课。 

 

【教学过程】 

 

第一个环节采取的是现场演示经典实验，用广口瓶装小石头、沙

子、水，但是在总结提升过程中将实验中各个物品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个环节的创新点在于用一个熟悉的实验，从不同角度来剖析，

能够达到似曾相识，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二实验采用的两只小白鼠的实验，通过教师讲解实验的方式，

引出了 hold 住挫折君的第二个秘诀。 



 

最终推出 hold 住挫折君=牢记目标+乐观心态+成功体验+坚持到

底+社会支持。 

【赛后反思】 

通过这个环节的比赛，我的思考更多的是将所要呈现的知识点进

行“可视化”的设计，我采用的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现场演示实验。优势：观赏性强，可挖掘的角度多；劣势：

能够操作的实验不多，并且实验操作的难度要进行评估； 

 视频呈现。优势：素材源广泛，且直观，有感染力；劣势：

视频后的挖掘能力对授课教师的基本功要求很高，容易产生

疲倦感； 

 教师示范。优势：教师的个性化示范，表演性强，教师的个

人展示能够加不少分，而且在一些可操作性的训练环节中，

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劣势：同样对于授课教师的表演能力



要求很高，容易弄巧成拙。 

当然，在“可视化”这条道路上还有许多可以创新呈现的方法，

需要不断思考！ 

 

以上是我个人对教学节段展示这个环节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

望各位看官能够不断拍砖，共同成长！ 

 

 

名师风采 

 

林元景，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师范专业，现

任教于佛山市南海石门实验中学。曾获得广东省首届心理健康教师专

业能力大赛一等奖，被评为广东省百佳德育教师，广东省首届心理名

师培养对象，被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聘为“新基础教育实验研究



项目”之班队研究兼职教研员。致力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计，以

及心育在学校德育以及班级管理中的发展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