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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
素养及培养路径研究

——基于留守儿童视角

崔梧桐  荆玉梅

湖北师范大学，黄石

摘  要｜留守儿童群体因其特殊性，使得其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呈现学校主导的特征，其中，教师作为参与主体之

一，其心理健康素养是推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关爱服务体系构建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将基于

留守儿童视角，从认知、态度和能力三个维度对“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内涵进行阐释，并从培

养体系、课程体系、评价体系三个方面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最后从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确立各平台

的培养管理职责、创新课程体系教学，注重实践导向的教学内容、建立培养评价标准，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

培养探索“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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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

人民健康促进政策”，特别强调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同时，党和国家对如何促进人民身心

健康提出了期望，可见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些期望既是社会适应内容中

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留守儿童群体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目标；也为关爱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的维度和着力改善路径提供了方向。

当教师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素养，便能更好地识别、处理和预防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在乡村振

兴大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优师计划”，旨在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优秀教师，实现师资供需配给

的区域均衡。同时，教师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更应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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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现状，基于留守儿童的视角，提出切实有效的培养路径。

1  “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内涵

认识心理健康核心素养，阐述心理健康核心素养的内涵与特征，是推动和深化“优师计划”师范生

心理健康素养培养的关键。

素养（Literacy）在辞典中译为“有教养、有文化和有读写能力”。在医护环境中的素养一般称之为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主要是指“获得、理解和使用能提升和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信息的能力”，

心理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的概念最早就是由澳大利亚焦尔姆（Jorm）等学者在健康素养概

念的引申下率先提出的，主要是指“能帮助人们识别、处理和预防心理疾病相关问题的知识和信念”，

其广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心理健康知识、技能和态度，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的能力。因此，心理健康素养

被认为是独立于社会与经济环境、遗传与自然因素、心理服务等之外的一个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加强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们将心理健康核心素养界定为：个

体经过后天努力和环境及教育的影响而获得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信念，并由此逐步形

成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的关键心理能力和心理品质。这些心理能力和心理品质将促进个体的心

理健康状态和对精神障碍的正确认识、处理或预防。

1.1  认知维度

认知维度是心理健康素养的根基，是基于对心理健康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性看待和反思，从而产生

的一种自觉性意识。因此，“优师计划”师范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是其心理健康素养形成与发展

的出发点和前提性条件。

“优师计划”师范生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对其进行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教育时，应注重其当前的

学生身份以及工作之后的教师身份。让其切实地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对自身及他人的重要性，能够自觉

关注、识别、判断自身及他人的心理状态。

从认知维度来看，“优师计划”师范生需要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内涵，并关注学习个体在

心理健康方面所表现的阶段性、独特性和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能够通过不同个体或相似或相反的言

谈举止初步判断其心理健康状况，并进行初步的处理。结合留守儿童视角，“优师计划”师范生应更着

重了解留守儿童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及相关表现。

1.2  能力维度

能力维度是心理健康素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指运用心理健康理论知识和方法，正确处理心理健康

问题。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建立在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之上。也就是说，教师不仅应具备一定的

自我调适、自我减压、自我帮助能力，以身作则，以其自身的示范性，给学生带来一个积极乐观的情感体验，

还需要清楚采取什么方法准确地应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就要求“优师计划”师范生在具备一定的

知识理论基础后，要积极联系实际，并学会针对不同个体、不同心理健康事件进行合理调适与恰当指导、



乡村振兴背景下“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及培养路径研究
——基于留守儿童视角

2023 年 11 月
第 5 卷第 11 期 ·120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511141

准确把握与诊断。

1.3  态度维度

态度维度是决定心理健康素养是否发挥其作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情感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心理过

程，是教学过程中必然发生、发展变化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只决定人能否对心理健康知识有正确

认知，能否进行正确处理，但态度与情感影响着人是否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处理结果如何。人的情感

影响着其学习与做事的行为，只有对其有足够的重视和积极态度，才能开发其潜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就要求“优师计划”师范生需要重视自我和他人的心理发展和心理需求，敏锐地把握自我及他人

的情感变化、行为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作为学生，“优师计划”师范生需要有积极的情感态

度和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作为未来的教师，还要善于把握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情感要素，将自己的心理

健康教育知识在教育教学中自觉运用、主动实施。基于留守儿童视角，“优师计划”师范生只有在态度、

情感维度上能够跟留守儿童发生情感共鸣，才能更好走近他们，了解并帮助他们促进心理健康。

2  “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现状

“优师计划”学生的终端流入地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乡村中小学，因此，就现实而言，“优师计划”

师范生不仅应具备一般教师所拥有的心理健康专业性知识，还需要对其所工作发展的欠发达地区有更深

刻的理解，拥有适用于其工作地教育现状的心理健康能力。但目前，“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

的培养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培养体系方面

政府还未制定标准统一的培养方案，试点院校订制培养体系架构也存在路径依赖。在优师计划出台

之前，定向师范生已经探索出以高规格的国家、省级培养计划为重点的培养方案体系，因此，优师计划

目前的培养体系是延续了定向师范生教育政策培养体系的质量规格。但是，优师计划与定向师范生角色

在以后的就业方向、地点等存在一定差异，这就使“优师计划”师范生并未得到与其专业能力身份相完

美匹配的培养体系。

2.2  实践体系方面

在优师计划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中，部分院校依旧采取传统的灌输知识式教育，忽略学生学习的主

体性和自主性，导致培养有失于其社会意义及教育价值。或出现实践体系与教学内容未能紧密联系欠发

达地区实际需求的情况，导致“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仍囿于传统教师教育模式，所学习的内容也缺乏

具体实操性。例如，在心理健康素养培养方面，“优师计划”师范生应着重学习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问题，并学习相关知识技能，但由于相关教学实践内容不够完善，学生心理状况表现也不同于课本上

固定死板的描述，容易造成“优师计划”师范生真正实操时，对于学生心理状况的判断与调控不够准确，

所学内容不能满足其切实所需，实用性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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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体系方面

当前优师计划质量保障体系有待完善，主要体现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供给政策尚未深入细致到师

资供给质量评价方面。缺乏客观具体的评价数据，就难以了解目前体系建设的欠缺和需要补足的地方，

更难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而评价体系建设中，心理健康素养因其重要性，应成为评

价“优师计划”师范生师资能力、各高校师资供给质量的一部分。同时，“优师计划”师范生的心理健

康素养是其认知、能力、态度的整合统一，体现出多面性、整体性、均衡性等特征，这也说明我们不能

单角度、单方面地对其进行评价与认定。

3  “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路径

3.1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确立各平台的培养管理职责

“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需要依托于多平台、高水平的协作统管的制度体系。

目前，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任务的高校主要为部属与省属师范大学，培养主体仍为地方师

范院校，在现有的优师计划育人策略平台上，我们应整合培养院校内外的教学资源，建立多样化供给主

体与体系化供给内容为一体的心理健康素养实践育人平台，高校也应加快与政府、中小学构建协作统管

的育人框架，建立高校、教师教育实训基地与地方中小学之间的连续培养机制，遵循师范生学习发展的

顺序性与阶段性，构建“大学——政府——中小学”协同创新模式。

由此而言，创建多元参与的协作统管平台，能够将各个行政部门的能动性、定向院校的师资需求与

承担培养任务的师范院校能力相统一。确保在各环节紧密统筹、协同联动，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育人平台。

3.2  创新教学实践体系，注重实践导向的教学内容

“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需要依托于高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优师计划”立足国

家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全局，国家政策依托“四有”好老师的培养目标而开展，明确的培养目标需要衔接

高质量保障、高水平契合的实践教学体系。考虑到这一特殊背景，“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

培养中应注重其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心理健康教育等专业能力，应根据“优师计划”的政策目标及心

理健康素养相关内容，推进“理论知识 + 实践训练”的整体性教学培养。因此，对于“优师计划”师范

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不仅要求在道德、课程与制度等方面建立区别于传统教师培养的高层次课程体

系，还强调通过知识、技能与实践加强其培养质量的专业化过程。

同时，“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养成也不能仅靠传统的被动接受式学习，而更需要其在

教育教学中主动探索。在此基础上，试点高校对于心理健康素养培训的实践教学，要为“优师计划”师

范生的探索式学习创造适宜条件，应考虑欠发达地区中小学特殊性与教育的规律性、阶段性，考虑留守

儿童的切实所需，推动育人环境、课程内容与教学技术的实践融合。例如，高校可以通过各方课程体系

融合、注重发展朋辈心理辅导等方式解决理论知识、专业能力与实践课程彼此割裂的问题，确保在心理

专业课程基础上强化基层实践、地区资源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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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培养评价标准，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培养

“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养需要依托于高质量保障的评价体系。例如，开展师范生就

业后的发展追踪研究，建立起“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阶段性报告制度，并将评价结果反馈到“优

师计划”师范生的培养环节，更科学有效地对师范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方面进行帮扶与指导。同时，为加

强试点院校心理健康素养培养实施的效果评价，政府可以建立“优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培养评

价指标体系，加强对试点院校培养能力与效果周期性评估监测，通过动态调整与效果评价实现“优师计划”

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的高质量培养。

“优师计划”通过构建完善、系统、多方面、多维度的心理健康素养评价制度，有助于人才培养的

质量保障，促进新手教师成长为优秀的专家型教师。也有助于对人才培养进行制度完善，从而推动“优

师计划”师范生心理健康素养培养的政策高水平落实，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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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Literacy and Training 
Path of Excellent Teacher Plan Normal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Cui Wutong Jing Yumei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Abstra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gro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are service 
system exhibits a school led characteristic. Among them, teachers, as one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literacy is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re service system.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literacy of 
excellent teacher program normal studen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gnition, attitude, and ability. It 
will summarize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from three aspects: training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it will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establish th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platform, innovate the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and focus on practical oriented teaching content Establish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cultivation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high-level cultivation.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literacy for teacher trainees under the Excellent Teach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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