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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当前农村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总结当前农村心育工作发展新途径，并以学校范围积

极行为支持干预为新视角，结合国外农村学校的实践运用，提出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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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地区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和挑战

1.1  农村学校心育工作的重要性及现状

在我国应试教育背景下，许多学校更注重成绩，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视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社会各界开始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016 年 12 月，国家卫生

计生委等 22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小学校要重视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可持续发展。”但目前城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不平衡，农村心理健康教育形势不容乐观，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也明确要求，以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为重点，推动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全面、协调发展。

研究者对不同区域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展开调研，有 18.79% 的农村学校没有开展过与心理健康

教育有关的活动，远高于城市、乡镇等其他区域的学校，即使在已开展活动情况下，内容也没有其他区

域丰富。［1］进一步地，有学者针对西北地区农村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多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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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学生课程里，或者只出现在课表上，并没有落到实处，小部分村级小学的

心理健康更是一片空白。当然，也有部分农村中学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但内容仅限入学教育

和中考心理辅导等。［2］

1.2  农村学校心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虽然各地区开始重视农村的心理健康教育，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相关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未能充分

发挥作用，仍面临诸多挑战。结合有关文献和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出以下三个挑战。

第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国外一项研究回顾发现，农村学校面临着地理隔离、薪酬有限、家长

对学校领导层期望过高、缺乏高素质人才师资队伍等挑战。［3］国内也存在类似情况，在我国应试教育

背景下，部分教育工作者忽略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主观边缘化心理健康教育，使得支持不足、预算

受限，难以开展教学工作。［4］尤其农村地区还面临着地理隔离的问题，硬件设施跟不上，即使学校领

导有心改善也往往无疾而终。除此之外，一些教育工作者将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对象局限在存在心理问

题的学生上，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将重心资源放在心理问题的解决上，而不是预防。

第二，专业师资力量薄弱，难以留住高质量教师。农村地区专业人才短缺，以美国为例，美国 84%

的心理健康专业人才短缺地区位于农村和边境地区。［5］在农村中小学，许多学校缺少专职心理教师，

大多由班主任或其科任老师兼职，兼职老师缺乏心理专业知识，容易将心育工作当成德育工作来对待，

效果经常不尽人意。在当前教育形式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组建心理教师队伍，但也存在招聘之

后应付检查的情况，学校内部真正落实到实践的心理教研活动几乎空白。很多新入职的心理老师经常孤

军奋战，和周围城区距离远，缺少研讨、培训的机会，久而久之，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出现职业倦怠，

再加上薪资待遇不佳，一些高素质教师可能会选择离开，走向更广阔的平台。

第三，农村学校缺少持久性的干预支持机制，获得持续专业发展的机会有限。农村地区的心理健康

教育多数是发现问题才开始解决问题，很多干预也都是短效的，如通过临时开展心理讲座以期帮助学生

认识到相关心理问题。这种方式削弱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的作用，与教育目标背道

而驰。同时，农村学校获得持续专业发展的机会有限，难以实现高保真的循证实践，缺少持续、长期的

干预模式。

1.3  农村学校心育工作新途径

结合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国家、社会各层面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

要求，改革农村学校心育工作刻不容缓。要想走出农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困境，提高心育效果，需结

合农村办学特点，整合当前有限的教育资源，明确心育工作模式，将心育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整体架构。

具体为以下途径。

一是要明确心育对象和心育工作模式。之前的心育工作多以问题行为矫正为主，针对问题学生开展

工作，需要改变这种模式，扩大心育工作的范围，除了关注个别学生的问题，也要做好面向全体学生的

预防工作。首先，学校需要从整体上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了解心育工作的目标，改革教学模式，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6］其次，结合农村学校学情，对学生群体心理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学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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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学校心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最后，帮助学生探索积极因素，促进个人自身成长，而不是简单问题

化学生发展中遇到的挫折。

二是强化师资建设，搭建培训平台。首先，注重引进专业的师资力量，招聘时可以考虑应聘教师是

否为心理学相关专业、是否有相关资格证、是否参加过相关的心理实践教学活动。其次，学校可以对现

有心理健康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其专业水平。［7］学校要和行政教育部门保持联系，帮助专职心理教师

搭建沟通平台，进行区域联合学习，相关教育部门也要注重加强教师的培训，多组织相关教研活动，给

一线心理专业教师答疑解惑，提升其专业能力并满足其自身专业成长的需要。同时，需要在培训和服务

方面进行创新，以提高农村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三是发展持续性干预模式。与城市和郊区的儿童和青少年相比，农村儿童和青少年接受服务的可能

性更小。因此，单一、零散的干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需要思考长期、持续的干预模式，从早期预防到

针对问题学生的干预。要注重实施基于实证的干预措施，做好效果评估，不断改进，促进干预工作一体化。

2  学校范围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SWPBIS）

按照上述策略和途径，可以思考引进由美国最先提出和运用的学校范围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SWPBIS）。［8］全校范围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

（SWPBIS）是一个三层框架，用于预防和应对学生问题行为，改善学校氛围。

2.1  积极行为支持（PBIS）

积极的行为干预和支持（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PBIS）是一个有效的、以预防为

重点的多层框架，旨在促进积极和安全的学校环境。［9］PBIS 包括四个关键特征，以改善学生的人际、情感、

行为和学习成绩：（1）确定有意义的、可观察的、可衡量的成果，即确立改进目标；（2）基于收集的

数据做出决策；（3）实施与文化相关的循证实践；（4）创建组织系统以支持和维持实施。为了帮助学

生在学校的人际、情绪和行为各方面表现良好，PBIS 分为三个层次的支持。一级支持面向所有学生，侧

重于通过教学激励和加强学生的积极行为。第二级支持针对接受了第一级干预但仍表现出一定问题行为

的学生，通常以小组形式进行团体辅导。第三级支持指对出现严重问题的学生给予个性化干预。即使学

生获得越来越个性化的支持，他们仍然可以获得其他层级（如一级和二级）的支持。［10］通过促进学生

群体的积极行为，PBIS 可以通过减少问题行为以改善学校氛围，具有系统的干预结构，节约教师和学校

管理者花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时间，在学校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一项学校范围的战略，PBIS 能从组织系统

上得到有效改善，如团队合作、基于数据的决策和在学校实施一系列循证干预实践。

2.2  学校范围积极行为支持干预（SWPBIS）

学校范围的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SWPBIS）是积极行为支持（PBIS）这一行为干预在学校环境中

的运用，这种方式能建立安全、积极和友爱的学校环境，而不是简单使用惩罚性方法来解决学生行为。

SWPBIS 是一个基于证据的多层框架，用于在学校实施预防和干预实践，以减少破坏性行为的发生［9］。

预防和干预实践适用于所有普遍水平的学生（1 级）、对普遍预防无反应的学生（2 级）和有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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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学生（3 级）。该模型使用了一系列支持，而问题的严重程度却在增加，因此需要资源整合、制

定干预措施、收集和使用决策数据、团队合作和协调，以及与干预对象互动和反馈。SWPBS 在实施过程

中依赖于团队结构的组织，这意味着每所学校可以组建一个 5 到 6 名成员（包括校长）的团队来进行监

控和反馈其学校的干预成果和实施的有效性。

SWPBIS 侧重于通过积极主动的循证实践来预防问题行为，包括在整个学校的不同环境中明确说明

学校范围内的积极行为期望，通过表扬或肯定来确认预期行为和不当行为，以及使用数据来监控进展并

作出决策。［9］在积极的学校氛围和亲社会能力的引导下，学生学习到比采取问题行为更有效的方式来

满足他们的需求。当学生知道期望并具备遵守期望的能力时，效果就会提高，积极主动性更强，学校工

作人员也不太可能使用一些被动的方法，例如惩罚性或约束性的纪律。尽管制定一些惩罚来约束学生行

为可能会暂时为其他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但它们并不能为受纪律约束的学生提供获得社会认可的

技能和支持。相反，这可能在传达一个信息，学校不适合他们，导致这些学生产生厌学心理，甚至出现

逃课、逃学的行为。

3  学校范围的积极行为支持干预在农村地区的应用与启示

3.1  SWPBIS 在农村地区的应用

SWPBIS 在国外已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其工作模式的有效性。但国内对于学校范围的积极行为支

持干预相关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较少实证研究，部分实证研究也是针对特殊学生的干预问题。国

内研究者对 SWPBIS 进行图谱研究，发现美国在该研究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截至 2018 年，PBIS 已经

在全美超过 23000 多所学校中实施，并有广泛的研究探索了实施过程和对学生、学校的影响。［11］

尽管国外有大量研究探讨了 SWPBIS 的实施和影响，但集中于农村学校 SWPBIS 实施的研究有限。

一项研究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纵向全州数据集中提取了九年来全州 PBIS 实施和学校层面的数据，检查

可能影响 PBIS 实施保真度、持续保真度、培训和评估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变化，

结果表明，农村和城镇学校的一致性评估和持续保真度与地区规模和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人数呈正相关，

地点对保真度、评估和培训有影响，农村和城市地区在培训、评估和忠诚度方面的差异最大。［12］另一

项研究讨论了在农村地区学校实施 PBIS 的不同之处，结果表明，农村学校与其他学校所在地的不同之

处在于，在初始实施期间就实施了第二级和第三级系统。在调查实施 PBIS 五年或更短时间的农村学校

与实施 PBIS 六年或更长时间的学校的实施情况时，实施时间更长的学校在第二和第三级的得分更高。

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正在实施多层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PBIS），以解决学校环境问题。但面

临的一个关键的挑战是，SWPBIS 需要持续的指导和咨询，以确保实施的保真度，提高基于数据的决策

和解决问题过程的效率。尽管美国各地的许多学校都有地区或学校级的 SWPBIS 教练担任这一角色，但

许多农村学区缺少 SWPBIS 教练员的资金投入和当地专业知识不足。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在大多

数农村学校提供持续的现场支持是不可行或不可持续的。因此，许多研究者开始考虑远程培训技术为服

务不足的农村学校提供技术援助。［13］研究者对美国东南部两个农村学区的五个学校团队开展研究，并

对接受远程交谈的 SWPBIS 团队成员的半结构化焦点小组进行访谈，这些学校正在完成一级 SWPBIS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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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第一年，且获得了远程通信技术援助。结果发现焦点小组绝大多数人认为农村环境中的 SWPBIS 是

积极的，并将远程交谈描述为每月与 SWPBIS 教练沟通的有效和高效的方式。总的来说，这些农村学校

的学校工作人员报告了对 SWPBIS 的支持，并认为这对他们的学校社区有益。［14］这表明，远程交流是

农村学校一种潜在有效的辅导模式。此外，随着远程交流技术的复制以及对实施保真度和社会有效性的

评估，远程交流可被认为是当面指导的等效替代品。远程教育的好处是针对农村学校的问题，如资金和

与市中心的距离，成为远离技术援助提供者的城市和郊区的有效工具。

3.2  启示与建议

SWPBS 作为一种持续、系统的干预模式，正在成为心理健康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模式在国外农

村地区已经开始广泛实践运用，国内农村学校可以结合本土心育情况借鉴使用，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首先，需要组建心育工作支持团队。SWPBIS 模式注重团队协作，工作队伍中的重要责任人主要有

校长、中层管理者，以及心理专业教师。［15］在农村地区，心理健康老师往往只有一位或者是其他学科

老师兼任，由此可以考虑将其他学科老师纳入工作支持团队中，包括班主任、政治老师等。

其次，需要构建系统的三级干预和评估体系。将 SWPBIS 模式运用在我国农村学校心育工作中，需

转变传统“解决问题”的观念，建立科学、连续性的评估体系，做好入学评估、阶段性评估和整体评估。

建立学校学生数据管理系统，并基于数据构建三级干预系统，做到全面预防、针对解决、个别解决。

最后，采取 SWPBIS 远程教学。在学校实施新系统时，必须考虑到学校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

在农村地区。虽然 SWPBIS 有益于学校环境改善，但农村地区还需考虑资金和维持变革的问题。所以在

农村地区实施 SWPBIS 时可以考虑远程教学方式。在没有亲自到学校开会培训的情况下，专家教授可以

远程和学校工作人员联系，了解他们哪里需要支持，包括使用带有摄像头、麦克风和高速互联网连接的

设备，以及电话沟通、邮件联系等。

参考文献

［1］朱生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思考——基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调研分析报告

［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0（36）：4-10．

［2］孟佳．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探赜［J］．成才之路，2020（29）：38-40．

［3］Preston J P，Jakubiec B A E，Kooymans R．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principal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Rural Educator，2013（35）．

［4］姜有玲．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浅析［J］．学周刊，2019（1）：101-102．

［5］Smalley K B，Yancey C T，Warren J C，et al．Rural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a review for 

practitioners［J］．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0，66（5）．

［6］夏江东．农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实路径探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20，36（12）：50-

52．

［7］李艳，马慧杰．农村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策略［J］．新课程教学（电子版），2020（20）：

90．

［8］Zins J E，Bloodworth M R，Weissberg R P，et al．The Scientific Base Link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to 



学校范围积极行为支持干预在农村学校的运用与启示2023 年 12 月
第 5 卷第 12 期 ·123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512144

School Succes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2007，17（2/3）：191-210．

［9］Sugai G，Horner R H．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ries on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in Schools［J］．Journal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2002，10（3）：130-135．

［10］Sugai G，Horner R H．Responsiveness-to-intervention and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s： 

Integration of Multi-tiered System Approaches［J］．Exceptionality：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for 

Research of 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2009，17（4）：223-237．

［11］吴冬连，李闻戈．学校范围内的积极行为支持的图谱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现代教

育论丛，2022（5）：51-61．

［12］Garbacz S A，Santiago R T，Gulbrandson K．Examining Implementation of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in Rural Schools［J］．Rural Special Education Quarterly，2022，41（2）：95-107．

［13］Eiraldi R，Mc Curdy B L，Khanna M S，et al．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remote training strateg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in rural schools：Pilot study protocol［J］．Pilot 

Feasibility Stud，2022，8（1）：128．

［14］McDaniel S C，Bloomfield B S，Guyotte K W，et al．Telecoaching to Support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in Rural Schools［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tudents placed at risk，2021，26

（3）：236-252．

［15］刘宇洁，韦小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趋势：学校范围积极行为支持［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

36（6）：76-83．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Intervention in Rural 
Schools and Implications

Zhong Zhish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fac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 summarizes new ways to develop current rural psychoeducation efforts, and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 intervention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rural schools abroad.
Key words: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interven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Rural schools;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