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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问题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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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如今，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整体情况不佳，发展也参差不齐，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收集了

一些中西方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发展情况的相关文献，对其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发现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在内容编排、师资安排、教学制度、教学过程中等等都有相应的一些问题。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将问

题进行归类分析，可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可以开展一些针对性的改进，提高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的质量，进一步改善中小学心理健康水平和带来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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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现在的社会中，其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了，一方面它们也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控制

学生不合理的信念和情绪；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学生在思想上去树立起正确合适的三

观，增进他们的勇气和自信心，还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培养学生的社会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人际

交往能力，促进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和形成，锻炼学生各个领域的综合能力，该

课程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也越来越引起广大教育群体的关注。所以在各所学校增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极其

重要。于是为了响应国家、社会、家庭的号召，各所学校都陆续相应地增加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程

实施过程中，展现了其课程的教学方式的独特性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力。但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我国的

一门新兴崛起的学科，依然处于我国的探索阶段，因此这门课程也面临着不少问题。

2  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的相关文献的收集，从而分析出关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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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校管理存在的问题

张平芳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困地》中明确提到，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是在课程建设实

施中可能仍然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这是由于教育政策执行者力度不大，导致课程流于形式浮在表面。

具体体现在：第一，学校只要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就可以，教师只要关心学生，只要不出大问题即可；第

二，咨询只需要针对心理有问题或者疾病的学生；第三，教育行政部门之间职责相互推谈，政策执行与

监督体系尚不健全。以上都表明学校在管理上的疏忽，并且我们校领导和管理机构等部门也都缺乏对于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尽管最近几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心理健康的教育，

为我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制定了一系列与我们党相关的政策，认识到现行的我们党应试教育体系仍然存在

着许多的弊端和不足，可是在现行的我们党应试教育的影响下，许多学校还是因为我们想应付各类升学，

只是注重考试成绩和学生的评定分数，根本没有办法顾及到学生的身心健康。这就促使我们的心理健康

教育项目很难真正地得以落实。许多学校只有当我们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时，偶尔才会开设一个课程，

检查后再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摆到了可有可无的地点。虽然一些学校已经意识到了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课程的开展和实施的必要性，也将它们纳入到了学校的教育之中，但在课程的实施中往往还是因为没有

做到保证课时，学校并不十分重视，这些问题对于此门课程的有效执行都存在困难，更别说明确了它们

所实施的科学性和有效度。

2.2  教材、教师存在的问题

温小珍写的《广西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课程存在以下

几个问题。第一，教师的专业性较弱，师资力量和队伍没有进一步完善以及其专业性的欠缺；第二，

课程的开设水平和严格化程度不高，只有 28.53% 的中小学生上过与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的

课程；第三，与心理学专业相关的师资匮乏，只有 33% 的学校选择了合格的心理老师；第四，教学方

式也缺乏其专业性，45.23% 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认识不够科学；第五，学生在

进行心理咨询时认识不正确，60% 的人会认为自己患了心理病就是“精神病”。以上文献主要揭示了

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教师们各方面存在问题，其次，张汉强在《武汉市中小学

心理健康课程教师专项调研》中也进一步发现了目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他明确地指出了教师们存在着对课程意义的定位认识不够精准，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特征难以准

确把握，缺乏精神与社会科学教育培养基础知识和规范意识，对课程实施过程有难以解开的困惑等一

系列问题。最后，教材在编写上，忽略了学生本人的价值。这种过分忽视了学生本身价值的教科书，

未能充分体现出学生的社会主体地位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抑制了我们学

生个人品格的健康发展。

2.3  课程目标、内容存在的问题

首先，俞国良等人在《中部地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状况调查》一文中分析发现了我国中部地区学校

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普及率与其实施的效果之间存在一定深度上的改善。但从整体看，中部地区对

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仍然比较落后。目前我国农村的初级和中学阶段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建设水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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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我国小学阶段的高中生课程建设水平，其课程内容、教学模式也相对滞后，从而为我们指出了关

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建设内容存在问题。其次，韩亚萍在《中小学心理活动课程遭遇的“尴尬”》中

发现中小学的心理活动课程的开展相对较好，然而课程仍然难以达到效果，主要原因：一是课程流于表

面，难以抵达学生内心；二是学生在课堂中表现过于活跃，没有真正审视心理健康课程的含义，把它当

作了简单的活动课；三是课堂纪律失控的现象时有出现。表明了课程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

严秀英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课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中讲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中存在以

下问题：第一，课堂内容不够明确课堂目标不具体；第二，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上缺少必要教学工具；第三，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上，过早使用投射实验，比如牛代表家人、猴子代表金钱等形式化教学模式会带给学

生带来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从目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的建立与设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的目标、内容是否理想化的趋势还是比较一般。对于课程目标的认识是理想化，

这种认识理想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因为一些课程目标的确立与制订并不能够完全符合我国中小学的真实

情况，人为地杜撰，目标太过呆板，没有意义。对于课程内容的理想化，这一个理想化的倾向主要表现

在因为内容并未能够完全符合小学生的生活实践和年级特征。

3  国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问题

查找了一些国外文献，找出关于国外的一些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选择

几个国家进行分析，从对其他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发展状况，国家所受到和重视的程度，以及

一些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以上几个角度进行着手。又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小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普遍十分重视，心理健康课程在欧美高等院校中的地位相对较高，中小学的心

理健康课程体系较为成熟。所以选择欧美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进行分析，以下便选择美国和英国进行

调查，得出相应的结论。

3.1  美国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的发展研究现状

美国非常重视对心理健康的教育和培训课程，是世界上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最早的国家。美国的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往往和体育、保健课程相结合，称为“健康教育”。美国政府在 2001 年给予中小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当高的关注和重视，美国国家卫生部正式制定《心理健康国家行动议程》，对中小学

心理健康课程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美国政府有义务改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保证其他

学生的心理健康；第二，针对所有有身体心理健康疾病的大学生，国家可以提供相应的经费帮助其治疗，

每年精神疾病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高达 100 亿；2007 年，美国教育部发布《国家健康教育标准（第二

次修改版）》，美国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入了有法可依阶段。美国政府认为，学校虽然并非是促进

人们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唯一机构，但是关于心理健康的教育知识与观念必须通过学校所有课程体系的教

育后才能够习得。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不仅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为他们的健康行为提供基

础，而且对中小学生健康生活与行为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学科课程

同等重要，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以下是美国中小学阶段的发展情况。高中，美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有以下几个组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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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疾病的概念以及心理疾病存在的普遍偏见；理解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的区别；常见心理疾病基

本症状、原因与治疗；通过视频课或小组讨论课分享心理疾病治疗的经历；出现心理疾病时寻求帮

助的方法以及社会支持系统；有效识别自身或周围人心理疾病；积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初

中，美国的学校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对于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表达自我感情；正确地面对不同的心理情感；心理障碍等应对措施；

合理地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性疾病的基本内涵和其危害；常见于各种心

理病变的标志、症状；如何辨别周围人的心理疾病。小学，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常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理解和掌握表达内心情感的词汇；学会适当表达内心情感；学会不同表达心理情感方式，

比如绘画法、倾听法等：发展积极心理态度；学习有效维持心理健康相关策略，如沙发治疗法、气

泡呼吸法、放松治疗法等。

美国大部分中小学学校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这些教师都具备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条件，

掌握解决心理疾病的方法与资源。与此同时，学校积极运用各种场合引导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在学校中

寻求帮助。比如各类型活动宣传册，校园公告栏以及摄像录影设备等。在美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里，有效引导学生掌握一系列进行自我心理干预专业方法与技能。第一，中小学生要掌握心理健康

保健基本方法，比如冥想法、写日记法、阅读法、巡回演讲法；第二，用系统方法让学生正视自己，

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发现自身内在美；第三，学生要能够清楚自己的内心感受；第四，学会倾听心理

疾病发出的信号，实施心理急救；第五，掌握学校心理仪器的使用方法。在课程评价上，美国对中小

学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效果的检测与评价方法有三种：第一，统一调查整个州的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具体的评价方式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而定；第二，针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评估问卷调查，利

用电话邮箱等方式抽查评价；第三，开展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跟踪调查以及人机互动程序对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评价。

3.2  英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的发展与趋势

英国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也很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般是作为必修课开设。课程主要的内容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针对我国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的焦虑现象，焦虑概念，成因以及对焦虑的解决；健康的

心理状态保持的方法；遇到心理问题，如何寻求帮助；当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心理问

题时，如何有效化解自己的心理危机；理解自残的基本概念与其危害；学会了识别不正常的心理状态；

在学业上遇到的挫折主要采取应对的措施；了解常见的心理疾病，比如抑郁症、贪吃狂躁、双向性情绪

障碍。在课程实施上，英国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通常由学生家长协助实施，一般以主题活动的方式进行。

主题范围广、空间也很大。主要是指针对小班级学生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而给予个别化的辅导、

小组辅导和团体辅导。英国学校专门以家长为中心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组织实施研讨会，从而提升课

程实效性。

英国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有以下内容：第一，客观评价，在课程实施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通过观察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改善程度，从而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评估；第二，主观评价，主要有学

生参与程度，对课程兴趣的高低，对授课内容实用性方面进行评价；第三，质性评价，在课程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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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填写的课程感想、内心体验等对课程进行评价。

总的来说，通过对国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国外的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课程体系较为丰富全面。第一，国外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给予相当程度上的重视，课程体系建设

比较完整、系统、科学；第二，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上，能够积极地利用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

营造良好心理健康教育环境；第三，注重师资队伍的选拔任用与培养，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稳固坚实的

人力资源。国外对于进行心理健康课程教育基础课程的教学研究对于促进我国中小学进行心理健康课程

教育的教学课程建设有很大的参考启示，对于促进我国各类高等院校进行心理健康课程教育的教学研究

发展具有重要的可借鉴研究意义。

4  小结与展望

4.1  小结

本文献综述的结论：现如今，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过程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出

现了很多改观的地方。如，加大了宣传和推广力度，很多中小学都陆续开始设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师资力量也相对雄厚，教师也越来越专业，等等。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具体表现在课程开设相对

不够重视，内容安排衔接不够紧密，内容缺斤短两，没有针对性，不是特别针对某个阶段编排，课

程文本内容也不太权威，编制的过于口语化，师资队伍专业性不太强，教学方式不够新颖，教学课

本内容的编写对学生没有吸引力，课程目标过于笼统。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政府监督执行

不到位，社会宣传力度不大，学校软硬件投入不够，课程本身发展不完善，教师的实践力度不大，

学生和家长对该课程缺乏了解，大部分学生又对这门课程不太感兴趣。面对这些问题，中小学有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必然性，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国家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各所学校应

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规划与定位，科学整合和开发心理课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使专业教

师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转变学生和家长对心理课程的认识，社会也要发挥其宣传作用，提高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地位。

4.2  展望

这个文献综述只是对部分中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问题进行了归类，问题列举的方面也相对

较少，研究的也不太深入，分析角度可能也不是很到位，理论分析也有待加强，并且本文只是针对与

课程实施问题方面的分析，内容相对较为狭窄，而对于课程设计、课程目标以及课程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需要今后多去分析和了解，并且在以后的研究中，多去站在学生内心和真实体验的角度来分析课

程，因为课程的制定往往是为学生服务，而学生对该课程的意见，是该课程可进行有效改进的最好依

据，从多个方面去分析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对未来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有很大指导意

义。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观察，进而可以发现课程中的其他一些不足之处，这些方式分析和得来的资料，

对于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很大的裨益，但这些发现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深

入的研究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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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Guo Jing Sun Changa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Nowadays, our country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overall 
situation, development is uneven also, so in the face of such situation, I have collected some Chinese and 
wester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classification on the fou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teaching arrangement, teaching system, teaching process and so on There ar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way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future research, so as to carry out some targeted improve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bring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