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山论“教”：找准风格，本色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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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来看看吧……） 

 

接到省赛任务的时候，面对着全新的比赛形式，我是一脸的懵，如何备赛呢？

在教学节段展示这个“无学生、无互动、无交流”三无的过程中，纯粹就是考验

一个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个人的教学基本功和教学艺术。因此，找准自己的教学风

格、进行本色出演尤为重要。那什么是自己的教学风格呢？比如有人语言组织能

力、生成能力很强，那么他可以多展示内容的解说过程。比如有人实验操作很强，

那他可以选择实验操作；比如有人表演能力很强，那么他可以进行即兴的表演和

演示等等。而我自己，表演能力较强，喜欢给学生实操前进行亲身示范。因此，

在 10 分钟的展示中，我结合了自身优势，以期触动评委。 

《我能更懂你》 

展示节段选自全课的第三部分。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提高共情力的几个技

巧，我采用 “视频展示＋剖析讲解＋个人演绎”。 

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 

引入“头脑特工队”视频片段，引导学生思考： 

 

内容主要是“当冰棒的火箭被推下悬崖后，他的好朋友乐乐和忧忧分别采用

不同的安慰方式安慰冰棒，结果乐乐的安慰没有效果，忧忧的安慰效果很好。”

从而引发思考和分析：乐乐和忧忧分别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的安慰冰棒？谁才是真

正的共情高手？它采用了什么样的技巧？ 

 



 

从而引出共情高手的三种技巧。 

 

第二环节 

1. 共情高手“身体”会传音 

（1）“身体”会传音——传达出对当事人的关切，表示你愿意聆听和陪伴对方。 

教师引导：怎样的身体姿势才能让对方感觉我们在专心听 ta 讲呢？ 

以此为背景，把“身体倾听”概括成六要素（SOLERS），并制作成六边形

展现出来，以达到可视化的效果，让听者更容易记住。 



 

比赛现场，在“开放的姿势”和“良好目光接触”这两方面，我进行了亲自

示范，这一方面展示了我的教学风格，另一方面让听者有更直观的体验。 

2. 共情高手“语言”会回应 

（1） 巧妙的回应是谈话的助推器 

本环节我通过播放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共性情景入手，一个情景两种不同的反

应，达到的效果就不一样，来引导学生理解内容反应的技巧。 

教师引导：当对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跟当事人交流，会让当

事人感觉你是否真的理解他？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个情景，看看哪个情景中

的同学 B 的语言回应更有效。 

播放两个情景视频 

情景一：物理单元测验结果下来了，A 拿着试卷对 B 说：“唉，我理解错了，又

弄错了。”B 轻描淡写地回应“哎，你怎么这么蠢啊” 

情景二： 物理单元测验下来了，A 拿着试卷对 B 说：“唉，我理解错了，又弄

错了。”B 深表同感与同情的说“哎呀，看得出你真的难受！”  



 

引导学生思考并体验不同的回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反应？ 

教师小结引导：倾听者不仅要回应对方的言语，还要回应他的情感，让对方感

觉你真的很了解他的感受，理解他，你们之间就能够产生“共鸣”。 

 

3. 共情高手“情感”会共鸣 

本小环节，通过播放学生生活中的情景视频，引导大家思考： 

情景：一位朋友因为某事而怒气冲冲地向你抱怨，可是却在那些唠叨声中发现他

也有错，这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对方呢？ 

情景例子示范：（播放视频） 



“我跟你说啊！A 那家伙，我帮了他很多忙，他却从来没有感谢过我。” 

“啊！是吗？那可就是他的不对了。” 

“是吧？他至少要懂得感谢别人吧。” 

“对啊，说句谢谢也行啊。” 

“可不是,所以我才生气呢。” 

“唉,你也别生气了,就当是你做好事,无私奉献了,这么想你慢慢就不计较了。” 

 

 

教师温馨提示：并不是所有的交谈都能这么顺利进行。不过一旦你能够接纳对方

的感情,他就会认为你是理解他的。当跟别人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原则是“先



肯定，再反驳”，谈话需要理解，但更需要共鸣。当心存异议的时候，听了之后

你先表示理解他的感受，以后再找机会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许这样效果会

更好！ 

第三环节 

在这里，我自己创设了一个生活情景，综合应用前述内容进行亲身演绎，让

学生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共情三部曲的操作和魅力，进一步促进学生想要去演练的

欲望。 

教学反思 

1、视频展示＋亲身示范，助力实操环节 

本节段是实操前的演示，选择视频可以达到更直观示范的效果。 

选择视频展示需要注意的： 

（1） 视频的选择：可以从影视当中节选，也可以是自拍的视频； 

（2） 视频的效果：要求表达清晰，并配有文字，便于听课者理解； 

（3） 视频时间：整个教学节段所有的视频尽量不要超过三分钟，每个视频展示

之后，可以由主讲者对内容进行深挖和延伸，以达到引导听者更好思考和时间的

目的。 

2、“三步走”备课，让我有备无患 

在备教学节段的时候，我采用了“三步走”的方针和策略： 

（1）选好主题 

主题的选择有几大标准，包括：时代性、代表性、可在自己平时的教学中来

选择等；演绎的是一个完完整整 10 分钟的教学过程，而不是一节课的超浓缩；

题目能够吸引眼球，有新意。 

（2）查阅相关文献，定好教学设计的方向，拟好框架。在框架里头来选素材，

素材的选择要考虑学生的兴趣点和生活化。 

（3）用“三备”理念来备课 

第一，备学生 

虽然整个展示的过程中没有学生，但并不是就不用备学生，所展示的教学内

容要符合所设计的教学对象。从学生的发展困扰和发展需要方面来选择主题，切



勿“课不对人”，“ 课不对人”就会出现“无病呻吟”的怪象。 

第二，备评委 

你的展示要让评委能够跟你同频道，说白了就是要让评委有触动，所以在设

计的过程中要跳出自我为中心，不要想当然（我自己明白的，评委也肯定能明白，

非也！），从听者能够听明白你的意思入手。虽然说没有互动，并不是说你就是“独

角戏”，你要想着，你的一举一动其实也是在牵扯者评委的心的，只不过他们不

会通过语言和你互动而已。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自己给自己设限。 

第三，备对手 

比赛的过程中，对评分影响最大的就是雷同。也就是说，不仅内容展现形式

雷同、展现风格雷同，如果你是后面上来的人，那你就吃亏了。所以才说本色表

演很重要。有自己的特色，就不会出现大雷同。 

 

以上是我个人参赛的一点体会,欢迎各位看官拍砖哈。 

 

 

名师风采 

 

施培君老师是广东省首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培养对象,南海区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广东省首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能力大赛中职组一等奖

获得者，佛山市优秀教师。学校心理中心专项负责人，学生处副主任。个人心

育箴言：用心培育，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