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山论“教”：深入浅出，悟由心生 

（经过前期推荐，您对备战“广东省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的教学节段是

否已经颇有体会了？今天又有新招噢……） 

 

上好心理健康课，可能是每一位心理老师的目标。如何上好心理课？我想，

如果课程能过做到深入浅出地将晦涩难懂的心理理论融入到形式活泼丰富多彩

的课堂中，并由此能激发学生自主生成一些感悟，真正做到有感而发，那么这节

课也许就是一节好课。今天，我将结合首届广东省中小学心理教师专业能力大赛

的参赛经验，与各位分享，期待共同成长。 

选题 

大赛要求，每位选手准备三个主题的教学节段。三个主题，听起来不多，可

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又犯了难，对哪个教案都不甚满意：既要新颖有吸引力，又

要符合学生需求，另外还要具有可展示性。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团队磨合，最终

选定了情绪、自我、时间管理这三个主题，确定了展示的课程题目（图 0,1,2）：



《一分钟的价值》、《挑战不可能—突破自我设限》、《喜怒哀惧应有时——恰当表

达情绪》。在这个板块，建议可以考虑： 

·符合需求，体现问题：首先所选主题要符合某个学段的学生需求，所解决的问

题是该学段学生普遍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话题。比如我所选择的《挑战不可能

-突破自我设限》一课，针对的就是中学生拖延的不良学习行为和退缩的不良学

习心理的问题，这是当前的常见现象与问题。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所选主题可以从心理学大领域寻找话题。首先确定大的



方向，然后切入的时候一定要小而具体。一节课的教学时间有限，如果不将教学

目标具体化，就容易泛泛而谈，没有针对性。大方向，小话题，更容易达成目标，

学生也更加能够获得重点，一句话就能总结本节课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收获。在

情绪的主题下，可以切入的点有很多，如果贪多，那么一节课就会涵盖过多的知

识介绍，因此在《喜怒哀惧应有时——恰当表达情绪》一课中，我将课程的任务

定为“恰当表达”，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情绪，都需要恰当的表达，这样也就突

出了本课的重难点。 

设计与演绎 

一节课最核心的部分在于课程的设计与教师将这种设计演绎给学生。我所理

解的深入浅出，即是从心理学理论部分出发，将理论与课程的素材巧妙结合、交

融，最后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学生能够很快接受的知识点。虽然说心理健康课并

不是心理学理论的传播，但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心理健康课，更加科学与有力。

另外，在课程演绎的过程中，老师的授课技巧是提升课程品质的润滑剂，这涉及

到如何过渡，如何提问以及如何关注学生。就课程的涉及与演绎部分，有三点建

议： 

·素材贵精不贵多：为了使一节课上得“活”起来，我们往往会选择热身活动、

主题活动、结尾活动等不同类型的活动，另外也会选择各种视频、音频等。但，

不论选择哪种形式的素材，主要目的就是与课题相关，能够服务于教学目的，如

果素材选择恰当，通过这个素材，就能够一击即中，让学生迅速领悟到教学目的，

切忌各种素材的简单堆砌叠加，这样容易混淆教学目的，让人忽略重点。比如在

《一分钟的价值》一课中，我选择了一个简短的视频《苍蝇的一生》，当观看完

这个视频，学生就能够很快明白，一分钟虽然很短暂，但是苍蝇却做了很多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分钟其实又不短暂，大有价值。而在《挑战不可能-突破自

我设限》一课中，我选择了一个暖场视频，一个实验演示，通过一静一动的对比，

更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和投入。值得一提的是，在选择素材时，所选的素材

最好是健康的、对学生不会造成二次伤害的素材。（图 3、图 4） 



 

·逻辑严密，环节紧凑：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对于每个环节的内在逻辑关系要十

分清楚，每一个环节的目的都是为了层层递进的说明强调我们的教学目标，一个

环节结束进入下一个环节要是自然的，流畅的。换言之，老师带领学生们的学习

就好像是一场探索之旅，沿途任务重重，但总会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在《挑战

不可能》一课中，整个课程设计围绕初识设限-走近设限-认识设限-突破设限来展

开，我所展示的教学节段是课程的核心节段“认识设限”，通过课堂演示，让学

生对设限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从而也引出了下一个环节突破设限的学习。（图 5）



 

·巧妙互动，激发内感：我想，一节心理课对于学生的考评，也许不能仅停留在

是否掌握了某个心理原理，而是要关注该原理是否可以内化到其自身，生成了属

于自己的体悟。为此，作为心理老师，我们就会更加注重课堂的互动，提问与引

导，如果老师的引导恰到好处，那么，学生的内感就会水到渠成；但是，如果老

师的引导刻意生硬，那么，学生的体悟也会流于形式。所以，我建议，老师在设

置分享或者互动的问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反应有个预设，学生是否能回答出问

题的关键点，假若学生没有答到，或者答偏了该如何引导、肯定、关注学生以及

学生可能有哪些回答。尽管在教学节段展示的时候，并不需要学生的互动与回答，

但这直接决定了在展示的时候如何根据我们对学生互动的预设来演绎教学环节，

所以不可小觑问题的设置。在《喜怒哀惧应有时-恰当表达情绪》一课中，根据

视频，我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视频中小雨和刘星在发生争吵后分别有什么情

绪，他们是怎样表达这样的情绪的？（图 6）然后在回答的时候采用箭头的形式，



澄清问题的答案，让学生的认识更加清晰。（图 7） 

 

反思与改进 

比赛中设计的教学节段只是全课框架中的一部分，但是，就这一部分来说也

应该是相对完整的，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点的。因此，在进行教学节段设计

的时候，应该从全课完整性和节段完整性两方面来考虑，切忌出现虎头蛇尾的情

况，在备赛时可以注意调整反思。另外，教学节段的展示并非说课，需要老师模

拟课堂情境，声情并茂，展现个人风格，那么，在赛前就需要多次练习，掌控时

间，熟悉节段内容，注意语速和表达习惯，尽量流畅有亲和力，能够将自我特长

与课程亮点相结合，使得二者相得益彰。 

 



结语：任何形式的比赛都是为了促进实际教学更加有效，反过来实际教学又

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比赛的技巧和经验。所以，无论是比赛还是教学，都值得我

们认真对待，因为作为老师，我们的每一次提升不仅令自己获益，也带给学生福

利，所谓教学相长，即是如此！ 

 

名师风采 

 

刘明蕾，硕士，顺德大良顺峰初级中学心理老师，首届广东省中小学心理教

师专业能力大赛中学组一等奖获得者，持有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 A 级证书。曾

参与四川汶川地震震后团体心理辅导，有多年在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的工作经

验，希望成为孩子们生活中的好朋友，课堂上的好导师，学习上的好同伴，致力

于帮助更多的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