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3 年 8 月第 5卷第 8期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3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ZY2023 0 9 2）；2023年度四川省心理学会专项科研规划项目

（SCSXLXHZ2023001）。

通讯作者：陈秋燕，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心理咨询和团体辅导。

文章引用：刘杨，方丹，马怡坤，等．团体辅导模式下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培训的效果研究［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3，5（8）：

898-906．

https://doi.org/10.35534/pc.0508104

团体辅导模式下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培训的
效果研究

刘  杨  方  丹  马怡坤  陈秋燕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近年来，大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频发，且呈现“能见度”走高、“低龄化”的发展趋势，然而诸多中

小学校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师资缺乏、配备不够，未能很好辐射全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较难满足学生

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创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心理委员制度，目的是使大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机制更加全面、高效。但目前，心理委员仍存在着身份认同度不高、专业知识不够、组

织能力不足、工作效能感低下等困境。因此，本研究欲设计一套心理委员胜任力培训的团体辅导干预训练方

案，并评估团体辅导对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的干预效果，为完善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以及心理委员的相关

研究和干预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方法：将某中学初一至高三共24名心理委员平均随机分配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其中实验组12人，对照组12人，实验组接受每周两次团体辅导干预训练，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处

理，团体辅导干预训练开始前一周及结束后分别采用心理委员胜任力量表进行施测。结果：团体辅导干预训

练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团体辅导干预训练后，实验组被试在心理委

员胜任力量表各维度及总分上的提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团队合作、工作态度、专业知识

维度及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实验组在自我认知、团体合作、性格特质、专业知识维度及总分上

前后测数据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团体辅导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形式，可以有效提

高中学班级心理委员的胜任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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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竞争压力与矛盾冲突也如期而至，使人们在学习生活、自我意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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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调适、人际交往、社会适应和生涯发展等方面的心理问题与日俱增。特别是近几年，这些心理问题已

逐渐从成人、职业群体扩展延伸至大中小学生群体，并呈现心理问题“能见度”走高、“低龄化”的发

展趋势。青春期是中学生身心发展、面临多个成长议题的关键时期，身心处于一个相对不平衡的状态。

若中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后得不到及时干预与疏导不仅会导致个人痛苦、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

还会给家庭造成经济负担，也会给社会发展与稳定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而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

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心广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和成长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

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提及

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探索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建设，全方位强化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促进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战略目标，十四五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到，“在未来的五年里，要重视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精神

卫生和心理健康”。由此可见，心理健康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青少年对心理健康服务提

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

目前，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心理老师是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专业干预力量，而心理委员作为

朋辈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中的最基层力量，承担着班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实时观察、朋辈引导和预防调

节等关键作用。另外，心理委员较心理教师、班主任、德育处老师等心育队伍，在学校心理危机预防、

预警、干预工作中具备明显的优势，如陈宇燕［1］学者指出，心理委员是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快速反应通

道中的“最前哨”，是学校心理危机预防、预警、干预工作的联结器、探测器和警报器，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将心理委员、生活委员等班干部群体纳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当中，让

自助互助成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趋势，这一举措既能充分发挥中小学育人主体的主导作用，又能

有效提高学生在心理健康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目前心理委员队伍建设过程中

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如何让一群没有专业背景知识的学生干部能够迅速胜任心理委员工作，是值得

探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前后测对照实验设计，初步探索团体辅导干预训练模式下对心理委员胜任力

水平的影响，为制定心理委员培训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设计

本 研 究 选 取 某 民 族 中 学 初 一 至 高 三 24 名 班 级 心 理 委 员 为 研 究 对 象， 其 中 女 生 16 名， 占 比

66.7%；男生 8 名，占比 33.3%。并根据性别、民族、年级等同类特质随机分配至实验组和对照组，实

验组 12 人，对照组 12 人。本研究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实验设计，前后测均使用心理委员胜任

力量表，对实验组被试开展每周 2 次，每次 60 分钟，共计 7 次的心理委员胜任力团体辅导训练，对控

制组不做任何干预。同时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集体施测，在 7 次团辅后，全部成员进行实验后测，

最后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后测成绩来检验团体效果，研究结束后对对照组进行心理委员胜任力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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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干预训练。

2.2  研究工具

心理委员胜任力量表。心理委员胜任力量表由易思佳编制［2］，量表共计 42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 1 ～ 5 依次代表“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量表包括组织能力（成功组织各类活动，

包括团体辅导、素质拓展、心理班会）、自我认知（对自我的准确认识，及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后对自我

的调试，和对自我良好状态的坚持）、工作动机（包括工作兴趣、助人意愿、自我展示意愿等）、团队

合作（即在班级团队中，与其他班委、同学、老师的协作配合）、性格特质（心理委员所必须具备性格

上的特质，包括亲和力、热情、敏感等）、工作态度（心理委员工作中所保持的态度，包括责任感、成

就导向、主动性等）和专业知识（心理委员工作中所掌握的心理学简单科普知识，包括心理健康知识、

负性情绪识别等）7 个维度，每个维度由 5 ～ 8 个条目组成，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0.70 ～ 0.83，全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量表各维度的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委员的该项胜任力素质越强；量表总

分越高，代表心理委员的胜任力水平越高，该量表曾多次被用于调查心理委员胜任力水平［3-7］，信效度

较好。

团体满意度量表。采用自编团体反馈表进一步探索团体辅导的干预训练效果。该量表分为两部分共

15 个条目。第一部分包含 5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旨在调查团体成员对团体辅导中团体带领者的带领

风格、团体氛围、期待程度、团体内容及成员投入程度等，分数越高代表成员对团体的整体满意度越高。

第二部分包含 10 个条目，采用 10 级评分，该部分通过对团体成员参加本次团体后的变化和收获进行调查，

分数越高团体成员收获越高，分数在 7 分以上表示对团体辅较满意。

2.3  理论基础与团体方案

2.3.1  团体动力学理论

勒温提出了团体动力学理论。该理论主要描述了在人群中出现的能量对处于该人群中的个人产生的

影响与效果。个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心理紧张系统是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动力本质。因此，团

体动力学理论关注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团体的发展、团体对个

体的影响、个体间的相互影响。按照曹海浪［8］的观点，团体动力学的基本理念主要涉及团体凝聚力、

团体目标和团体氛围三部分，其中团体凝聚力是团体动力学的理论核心，它是指团体目标、团体结构以

及团体组织方式对个体的吸引，这种吸引包含着个体对团体的基本认知、期望及心理需求。而团体目标

是团体存在的意义，将直接决定团体的走向。团体氛围则来源于每位成员的积极性与热情，也是影响团

体凝聚力和目标达成的重要因素。在团体辅导干预训练中，领导者利用团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群

体动力，从而对团体成员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借此发挥治疗的效果。

2.3.2  人本主义理论

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者提出了人性本善，人是偏向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并要求与

他人形成更密切的联结，人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罗杰斯提出“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现代教

育的核心内容。在团体辅导干预训练活动中，领导者是各成员发展的主要促进者，对成员发展最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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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真诚、无条件的关心和同感，而它们又远比带领者的知识、教学活动设计、活动游戏、角色扮演

进行方式等都更重要。强调成员在教学活动中的深刻感受，并将教学活动与认知、情感活动相结合。在

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双方关系和活跃氛围都是不可或缺的。平等与交流的双向关系是教学活动进行的

前提条件，领导者重视、关注并理解成员，使成员们有足够的心理空间，发挥成员的个性，通过温暖信

任的双边关系使成员们愿意共同学习，并增进双方交流；通过民主的活动方法，如通过游戏和活动，创

造出安全、放松、平等的活动气氛，让成员们逐步地开放、勇于表现、积极参与，从而达到体验性与实

践性的共同目的。

2.3.3  社会学习理论与人际沟通理论

班杜拉创建了社会学习理论，并强调人的很多复杂活动都是经过后天观察学习而习得的。在团体辅

导干预训练中，个人除自身做出的直接经验之外，也能够看到并效仿团队中其他成员优秀的经验和做法，

特别是从他人实践经验或好的模范言行中推动个人胜任力水平的提升。另外，在团体训练过程中，除了

建构团体本身提供的人际沟通情境以外，还存在大量的活动及分享过程，这些环节为个人胜任力水平的

提升提供和展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

因此，本研究以群体动力学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与人际沟通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学

心理委员胜任力水平现状，从目标层、影响因素层、活动层、理论层 4 个方面对团体辅导训练模式进行

构想，并在此基础下，结合刘兵和罗莉莎［9］、吴晶［10］、周玲［11］、马建青和王晓刚［12］等学者的研究，

自行设计了本次团体辅导干预训练方案，方案如表 1 所示。另外，团体领导者和协同领导者曾多次带领

团体，均在中学担任实习心理健康老师，有较丰富的团体辅导经验，方案实施前接受严格的团体培训与

个体咨询督导培训，以保证团体方案及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表 1  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团体模式训练方案

Table 1 Middle school psychology committee member competency group model training program

主题 目标 活动

第一阶段

1. 领导者、成员之间相互认识、建立关系
2. 订定团体规范，了解团体目标，建立团体的规则
3. 了解成员团体训练的期待与工作动机
4. 了解心理委员工作职责与角色定位

1. 连环自我介绍
2. 我们的约定
3. 课程讲解与角色扮演
4. 分享与总结

第二阶段
1. 协助成员了解自己，加深成员之间的了解
2. 通过活动与清单表，加深成员对心理健康的要素与标准的了解
3. 加深成员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认识

1. 抱团取暖与特质拍卖会
2. 课程讲解与角色扮演
3. 分享与总结

第三阶段
1. 引导成员分享中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
2. 利用成员的智慧去识别常见的心理问题
3. 引导成员探讨如何应对和预防常见的心理问题

1. 头脑风暴
2. 角色扮演
3. 分享与总结

第四阶段
1. 学习相关朋辈互助技巧（一），引导成员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2. 在活动的过程中，加深成员对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应对与干预
3. 反省自身，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默契报数与画饼图
2. 角色扮演与定位
3. 积极赋义
4. 分享收获与体验

第五阶段
1. 学习相关朋辈互助技巧（二），引导成员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2. 在活动的过程中，加深成员对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应对与干预
3. 反省自身，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雨点变奏曲与乌鸦乌龟
2. 角色扮演与定位
3. 积极赋义
4. 分享收获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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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目标 活动

第六阶段

1. 通过性格特质清单表，从自身和他人多方面认识自己
2. 学习相关朋辈互助技巧（三），引导成员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3. 在活动的过程中，加深成员对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应对与干预
4. 反省自身，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趣味性格测试与性格特质清单接力
2. 角色扮演与定位
3. 积极赋义
4. 分享收获与体验

第七阶段
1. 回顾团体历程分享收获、检视自我的成长
2. 鼓励成员将团体中的收获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3. 总结团体收获，展望未来，祝福彼此，相互告别

1. 内外圈
2. 群策群力、共话未来
3. 分享收获与体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前测、后测上的差异检验

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容量较小，故使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判断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心理委员

胜任力量表各维度及总分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如表 2 所示，在团体辅导干预训练前，实验组与对照组

在心理委员胜任力量表各维度及总分上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是

同质群体，可按此分组进行后续操作。7 次团体辅导干预训练后，实验组在团队合作、工作态度、专业

知识及胜任力总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在量表组织能力、自我认知、工作动机、

性格特质维度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实验组在量表工作动机、组织能力、自我认知、性格特质维

度上的得分高于对照组。可见，研究结果表明团体辅导训练模式能够提升心理委员总体胜任力水平，具

体体现在提升心理委员的团队合作、工作态度和专业知识维度上。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干预后的差异比较结果

Table 2 Comparison result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干预前（N=12） 干预后（N=12）
实验组（M±SD） 对照组（M±SD） U p 实验组（M±SD） 对照组（M±SD） U p

组织能力 23.28±4.25 23.77±4.41 51.00 0.562 24.67±3.84 23.50±4.21 36.00 0.093
自我认知 31.67±4.92 31.03±4.78 59.00 0.949 32.83±4.82 31.98±4.87 40.00 0.135
工作动机 25.13±3.56 25.80±3.24 49.50 0.478 25.74±3.33 25.26±3.78 39.51 0.135
团队合作 21.24±2.13 20.45±2.02 34.00 0.088 23.42±1.86 21.96±2.07 23.50 0.013
性格特质 17.76±2.86 17.63±2.71 33.50 0.088 18.17±2.75 17.97±2.96 35.50 0.088
工作态度 17.50±2.66 17.16±2.62 31.00 0.061 18.33±2.07 17.87±2.49 26.00 0.028
专业知识 15.07±3.75 15.20±3.98 37.50 0.123 16.61±3.59 15.66±3.78 26.51 0.028

胜任力总分 151.65±22.10 151.04±21.35 59.50 0.949 159.77±20.86 154.20±21.43 29.00 0.034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差异检验

采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判断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团体辅导训练干预后，是否有助于提升心理委

员胜任力。表 3 表示了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数据的差异比较结果。团体辅导训练干预后，实验组

续表



团体辅导模式下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培训的效果研究2023 年 8 月
第 5 卷第 8 期 ·9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508104

在心理委员胜任力量表各维度及总分上均有提高，且在自我认知、团体合作、性格特质、专业知识

及胜任力总分上的差异显著（p<0.05），而对照组在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变化不大，差异也

不显著（p>0.05）。这表明团体辅导干预训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提升班级心理委员工作的胜

任力。

表 3  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数据差异比较结果

Table 3 Comparison results of pre-test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实验组（M±SD） 对照组（M±SD）
前测 后测 Z p 前测 后测 Z p

组织能力 23.28±4.25 24.67±3.84 2.68 0.120 23.77±4.41 23.50±4.21 4.36 0.369
自我认知 31.67±4.92 32.83±4.82 1.63 0.009 31.03±4.78 31.98±4.87 5.22 0.421
工作动机 25.13±3.56 25.74±3.33 2.63 0.102 25.80±3.24 25.26±3.78 4.16 0.326
团队合作 21.24±2.13 23.42±1.86 1.56 0.007 20.45±2.02 21.96±2.07 2.97 0.186
性格特质 17.76±2.86 18.17±2.75 1.97 0.043 17.63±2.71 17.97±2.96 2.83 0.156
工作态度 17.50±2.66 18.33±2.07 3.19 0.190 17.16±2.62 17.87±2.49 3.25 0.206
专业知识 15.07±3.75 16.61±3.59 1.83 0.015 15.20±3.98 15.66±3.78 3.76 0.290

胜任力总分 151.65±22.10 159.77±20.86 1.79 0.011 151.04±21.35 154.20±21.43 9.41 0.803

3.3  实验组团体效果满意度分析

通过对团体满意度评量表进行统计分析，团体成员在团体结束后对整个团体辅导进行团体满意度评

分，团体成员对团体满意度评量表第一部分中，带领者的风格、团体整体的氛围、是否达到对团体预期

程度、团体收获、团体满意度均在 4 分以上，表明本次团体成员较为认可本次团体辅导训练活动，对团

体辅导满意度较高。统计结果如表 4 所示。另外，如表 4，对团体满意度评量表第二部分进行统计分析

后发现，喜欢本次团体辅导训练模式、认为参加团体辅导训练的经验很有意义、在这次团体辅导训练过

程中大家互相信任而且彼此坦诚、喜欢团体辅导带领者的带领方式的得分均达到了 9 分以上；在这次团

体辅导训练过程中勇敢向别人表达自我的看法、更加关怀别人、对自己越来越了解、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乐意和其他人分享自我的经验方面的得分也都达到了 8 分以上，表明团体成员对本次团体辅导训练活动

的认可，可见在本次团体辅导训练中收获丰富，对团体辅导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这也反映出团体成员在

整个团体辅导训练活动中获得了经验和成长。

表 4  成员对团体辅导干预训练的满意度

Table 4 Members’ satisfaction with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raining

实验组得分 /（M±SD）

第一部分

1. 对整个团体的内容 4.73±0.45
2. 对整个团体带领者的带领风格 4.79±0.64
3. 对整个团体的整体氛围 4.79±0.41
4. 团体达到我之前期待的程度 4.69±0.51
5. 整个团体成员的投入程度 4.42±0.64
总均分 4.6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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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得分 /（M±SD）

第二部分

1. 我能在整个团体中向别人表达我的看法 8.50±1.48
2. 我喜欢整个团体活动 9.29±0.89
3. 我觉得在整个团体活动中学会了更加关怀别人 8.71±1.27
4. 我对自己越来越了解了 8.37±1.65
5. 参加团体使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8.38±1.57
6. 在整个团体中我乐意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经验 8.62±1.61
7. 我觉得整个团体的经验很有意义 9.15±1.14
8. 我觉得整个团体大家互相信任而且彼此坦诚 9.29±0.91
9. 我喜欢领导者的带领方式 9.44±0.78
10. 团体成员满意度总分 79.75±8.76

3.4  讨论

本研究总共开展了 7 次团体辅导训练活动，从前后测数据来看，实验组在参与团体辅导训练后，心

理委员在量表各维度及总分上都有所提升，在自我认知、团体合作、性格特质、专业知识四个维度及胜

任力总分上显著高于干预前（p<0.05），且后测数据在团队合作、工作态度、专业知识三个维度及胜任

力总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团体辅导训练在提升中学班级心理委员胜任力上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团体辅导训练取得良好干预效果的原因。

第一，理论的框架与团体辅导训练方案的设计。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强调互动性，强调群体动

力对团体成员的影响。团体凝聚力、团体目标和团体氛围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它们通过团

体中的人际互动共同对团体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对促进心理委员胜任力团体合作的发展具有启发

意义。因而在团体心理辅导方案中不仅设计了人际互动的技巧训练，让成员能在团体中不断调整自我

与他人的边界，而且也时刻关注团体进程中凝聚力的形成，保持良好氛围，让团体活动始终紧扣成员

的目标与期待。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良好行为的获得，一方面是在团体辅导训练中的直接

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并学习习得团体其他成员的行为与经验。人本主义理论强调“以学员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营造安全、开放、支持、信任、互助的环境引导成员自我探索与成长。另外，本次团体

辅导训练主题是提升班级心理委员胜任力，团辅训练的目标也围绕着心理委员胜任力量表的维度而设

计，本次研究团体辅导训练方案各活动阶段皆与影响因素和理论相对应，通过理论为上层框架来设计

相应的、有趣的活动训练环节来对标影响心理委员胜任力的各个因子，如：组织能力、时间平衡管理、

调试自我、工作动力与激情、乐观稳定的积极心态、减少退缩、团体合作与配合、人际互动、相关专

业知识、危机识别与应对、寻求帮助与自助、活动领导与策划等，通过团体辅导训练的形式来提高心

理委员胜任力的水平。

第二，团体成员的积极参与。本次团体辅导训练开始前都有相关班主任对每个成员进行入组访谈与

筛查，确保积极参加实验组团体的成员都是带有目标和热情的，在团体辅导训练中勇于展现真实的自我，

发表自己的观点，去和其他成员碰撞想法，做到了真诚、信任、勇敢。在制定团体规则的时候，每一位

成员都参与讨论，一起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团体训练开展中，每一次角色扮演、课程讲学、活

动游戏都积极参加，几乎都没有人迟到、早退，团体成员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团体训练的效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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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研究以中学班级心理委员为被试，调查了从初一到高三 24 名心理委员胜任力水平现状，并以此

为基线，平均随机分配，邀请被试参与心理委员胜任力团体辅导干预训练，通过前后测数据收集以检验

心理委员胜任力团体辅导干预训练的效果，得到的结论如下：中学心理委员胜任力水平处于中等，有待

进一步提高，而团体辅导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有效的心理干预形式，可以有效提高中学班级心理委员

胜任力水平，可以考虑将其作为心理委员的普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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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mpetency Training for Middle 
School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under Group 

Guidance Model

Liu Yang Fang Dan Ma Yikun Chen Qiuyan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sychological crises of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gher visibility” and “younger age” has been 
presented. However, many full-time and part-time mental health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lack of teachers and inadequate staffing, which has not been able to well radiate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whole school,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of students. In THIS context, our country has created THE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icient. However, at present,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such as low 
identity,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al ability, and low sense of work 
efficacy.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design a set of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raining program 
for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competency training, and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group 
counseling on the competency of middle school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so as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of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Methods: A total of 24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from each class of a middle school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12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raining twice a week,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treatment. Results: Before the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rainin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training, the improvement level of all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 of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competency scal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amwork, work attitud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otal 
scor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self-cognition, group cooperation, personality trai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otal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s an effective form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group counsel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etency level of middle school class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s.
Key words: Group counseling; Competency training; Psychological committee member; Interv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