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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心理技巧设计在应用心理教学中的应用

王欣竹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河北小学Ǔ天津Ǔ300143

摘Ȟ要：本文深入分析了学生在心理课堂中的现状及心理技巧在教学中的应用。学生对心理课堂的认知呈两极分

化，部分兴趣浓厚，部分存在抵触，且在认知水平、学习风格和心理需求上有差异。同时阐述了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如

焦虑、抑郁、自卑、社交恐惧及其外在行为表现。在心理技巧应用方面，介绍了情境教学通过角色扮演和案例分析激

发兴趣、帮助理解，教材选择要贴近生活、易理解且富情感，团体合作学习包括小组讨论和角色扮演，能促进交流协

作和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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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当今教育环境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

知识的学习愈发重要。心理课堂作为培养学生心理素质

的重要阵地，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学生的发展。然而，

学生在心理课堂中的认知情况复杂多样，存在着各种

心理问题影响学习和生活。如何通过有效的心理技巧设

计，提高心理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心理成长，是我

们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

1��学生的现状分析

1.1  学生在心理课堂教学中的认知情况
在心理课堂这个独特的教育环境中，学生的认知呈

现出丰富多样的状态。一方面，部分学生对心理学怀有

浓厚兴趣，这兴趣宛如璀璨的星光，照亮了他们探索心

理世界的征程。在课堂上，他们积极参与讨论，就像灵

动的音符在知识的乐章中跳跃。无论是探讨复杂的心理

理论，还是分享对奇妙心理现象的见解，他们都热情高

涨。在涉及人类梦境的神秘领域或人际交往的微妙心理

时，他们总能展现出非凡的热情。在课堂活动中，他们

更是全身心投入。以模拟心理实验为例，他们认真扮演

角色，细致观察和记录“实验数据”，仿佛自己就是专

业的心理学研究者。他们眼中闪烁的求知欲，驱使他们

主动涉猎更多心理学书籍、查阅资料，不断拓宽视野，

如同勇敢的航海者在知识的海洋中破浪前行。

然而，另一部分学生却处于截然不同的境地。对他

们而言，心理学如同未知的神秘领域，陌生感带来了迷

茫与不安。在他们的认知中，心理学高深莫测、晦涩难

懂，这种误解像浓重的迷雾，遮蔽了他们探索的道路。

因此，他们在心理课堂上表现出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在

课堂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小组讨论中沉默寡

言，对老师的问题漠不关心。甚至在心理上对心理学话

题存在本能排斥，认为这些内容与自身生活脱节，毫无

实际价值。

此外，学生在认知水平、学习风格和心理需求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在认知水平上，有些学生因课外对心理

学有一定涉猎，能轻松理解如心理防御机制、人格理

论等复杂概念；而有些学生初次接触，理解起来相当吃

力，就连基本的心理学术语都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

消化。学习风格的差异也十分突出，视觉型学生倾向于

通过观看心理学相关的图片、视频资料学习，如在学习

情绪表达时，对不同表情的图片印象深刻；听觉型学生

更喜欢听老师讲解案例或参与课堂讨论；动觉型学生则

渴望实践操作机会，比如通过角色扮演体验不同心理状

态。在心理需求方面，有的学生希望借助心理学知识解

决人际交往困扰，如克服害羞心理、提升沟通能力；有

的学生更关注自身情绪管理，寻找应对焦虑、愤怒等情

绪的有效方法。这些差异要求教师在设计心理教学时，

要像能工巧匠般精心雕琢每个环节，充分考虑学生个体

差异，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让每个学生都能

在心理课堂中汲取知识的养分。

1.2  学生常见的心理以及外在表现的行为
在学生群体中，心理问题时刻威胁着学生的心理健

康，其中焦虑、抑郁、自卑、社交恐惧等情绪问题较为

常见，它们像无情的藤蔓，紧紧缠绕着学生的心灵[1]。

焦虑是许多学生面临的困扰之一。在学习压力巨大

的校园环境中，考试、竞赛、升学等因素如同沉重的枷

锁，压得学生喘不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考试，部分学

生会极度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源于对考试结果的担忧，

更来自对自身能力的不确定。考前他们可能出现失眠、

食欲不振等生理反应，脑海中不断浮现考试失利的场

景，无法集中精力复习。课堂上，原本积极回答问题的

他们变得沉默寡言，害怕被老师提问，担心回答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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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种焦虑长期得不到缓解，就会像滚雪球般越积越

大，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

抑郁情绪在学生中也并不少见。一些学生因长期处

于高压环境或遭遇重大挫折，如家庭变故、友情破裂

等，逐渐陷入抑郁的深渊。他们对周围事物失去兴趣，

曾经热爱的活动和学科变得索然无味。课堂上，他们眼

神空洞，注意力难以集中，仿佛与周围世界隔绝。作业

和学习任务被搁置一旁，他们觉得自己无力完成，对未

来充满悲观和绝望。这种消极情绪使他们逐渐疏远同学

和老师，陷入自我封闭的孤独世界。

自卑心理也是困扰学生的一大难题。有些学生因外

貌、成绩、家庭背景等因素，在与同学比较中产生强烈

自卑感。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课堂上即使知道答

案也不敢举手回答，害怕被嘲笑。在集体活动中，他们

尽量避免成为焦点，默默躲在角落。这种自卑情绪严重

损害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使他们错失许多展示才华

的机会。

社交恐惧同样是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在学校这个

社交场所，部分学生在与他人交往时极度紧张不安。他

们害怕在公众场合发言，担心出丑；与新同学交往时，

会脸红心跳、手足无措。这种社交恐惧导致他们逃避课

堂讨论、小组活动等需要交流互动的环节，选择独自坐

在座位上。长此以往，他们的社交能力得不到锻炼，社

交恐惧进一步加剧。

这些心理问题往往伴随着外在行为表现，就像阴霾

必然伴随着风雨。逃避课堂是常见行为之一，学生可能

找各种借口不来上课，或在课堂上故意捣乱，以此逃

避内心的不安。沉默寡言也是显著特征，原本活泼开朗

的学生变得少言寡语，对周围人和事冷漠对待。注意力

不集中更是心理问题的外在“信号”，学生在课堂上容

易走神，无法专注于老师讲解的内容。这些行为不仅严

重影响学习效果，导致成绩下滑、知识掌握不牢，更重

要的是，如果不及时干预，会对学生心理健康产生深远

影响，如同在他们心灵花园中埋下痛苦的种子，在未来

人生道路上长成阻碍成长的荆棘。因此，教师在心理教

学中要像敏锐的猎人，密切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和行为表

现，及时察觉潜在心理问题，给予温暖有力的指导和帮

助，成为学生心灵成长的明灯。

2��心理技巧设计在应用心理教学中的应用

2.1  创设情境教学，导之入情
在心理技巧设计中，教师可充分发挥创造力，精心

创设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情境。这些情境就像充满魔

力的世界，吸引学生主动探索。角色扮演是极具吸引力

的情境创设方式。比如在讲解人际交往沟通技巧时，可

设计职场面试情境。将学生分组，分别扮演面试官和面

试者。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运用所学沟通技巧，注意语

言表达、肢体语言和眼神交流等。面试者要清晰自信地

展示自身优势和能力，面试官要学会提出合适问题并给

予积极反馈。通过这种角色扮演，学生能深刻体会不同

角色的心理状态，明白良好沟通的重要性及避免误解和

障碍的方法。

案例分析也是有效的情境教学方法。教师可选取与

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心理学案例，如青少年网络成瘾问

题、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心理因素等。将案例呈现给学

生，引导他们深入分析其中的心理学原理。以网络成瘾

案例为例，让学生探讨成瘾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是逃

避现实压力、寻求社交满足还是其他原因。通过案例分

析，学生能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培养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同时，贴近生活的案例能引起情

感共鸣，让学生更关注自身和周围人的心理状态。

通过情境教学，学生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心理实验

室。他们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就像手持一面

镜子，清晰看到自己在不同情境下的情绪反应和思维

模式。例如在模拟冲突解决情境中，学生能观察到自己

处理矛盾时是冲动还是冷静，是善于倾听还是急于表

达。基于这种自我认知，学生能学会调节情绪、应对压

力等。当在情境中感受到压力时，他们会尝试运用深呼

吸、积极自我暗示等方法缓解紧张情绪，如同在暴风雨

中找到避风港。

2.2  注重教材选择，以情动人
在应用心理教学中，教师要精心挑选适合学生的教

材。这些教材要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就像为学生量身定

制的衣裳般合身。教材内容应是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感

知和理解的，而非遥不可及的理论堆砌。例如，教材可

包含学生在学校、家庭、社交等场景常见心理现象的描

述与分析。对于青春期学生，教材可涉及青春期情绪波

动、与父母的代沟问题、同伴关系处理等内容，这些都

是他们正在经历的，能引起强烈共鸣。

教材还应易于理解，要简单易用。心理学本身复

杂，如果教材表述晦涩难懂，就会成为学生探索的障

碍。因此，教材语言要简洁明了，运用生动形象的表达

方式，避免过多专业术语。可以通过比喻、拟人等修辞

手法解释心理学概念，将抽象心理现象比作常见事物，

让学生轻松理解。

富有情感是优秀教材的重要品质。教材应像感人至

深的电影，触动学生心灵。它可包含心理学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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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心理测试等丰富内容。经典案例能让学生看

到心理学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且具有很强的故事

性。如斯坦福监狱实验，能让学生深刻感受环境对人心

理的巨大影响，引发对人性、道德等问题的思考。名人

传记为学生提供生动榜样，名人在挫折、压力面前展现

的坚韧心理品质能激励学生。例如海伦·凯勒在失明失

聪困境下，凭借顽强意志和积极向上的心理创造非凡成

就。心理测试也是教材有趣的部分，能让学生在轻松氛

围中了解自己的心理特点，增加对心理学的兴趣。例如

简单的性格测试、情绪稳定性测试等，学生做完测试后

会对自己有新认识，同时对测试背后的心理学原理产生

好奇。

通过选择这样的教材，教师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共

鸣，增强他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和认同感。当学生在教材

中看到熟悉的生活场景、感人故事时，会觉得心理学与

自己息息相关。教师还应巧妙结合教材内容设计心理技

巧。比如在讲解人际关系案例时，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中

人物运用沟通技巧、情感表达等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

让学生在学习教材过程中掌握心理技巧，将知识内化为

能力。

2.3  重视团体合作学习
在应用心理教学中，教师要像导演一样精心组织团

体合作学习活动。小组讨论是常见且有效的方式。例如

在学习情绪管理主题时，教师提出如“面对愤怒情绪，

有哪些有效的调节方法？”等启发性问题，然后让学生

分组讨论。在讨论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达观点，分享

应对愤怒情绪的经验。有的学生可能提到通过运动释放愤

怒，有的学生可能分享书写情绪日记梳理情绪的方法。这

种交流过程就像知识的盛宴，每个学生都能从他人经验中

获得启发。而且在讨论中，学生要学会倾听他人意见，

尊重不同观点，这本身就是重要心理素养的培养。

角色扮演也是团体合作学习的重要形式。比如在讲

解心理健康与职业选择的关系时，设计职业招聘会情

境，让学生分组扮演招聘者和求职者。在此过程中，学

生要共同协作，制定招聘标准、准备求职材料等。求职

者要展现良好心理素质，如自信、积极的态度，招聘者

要从心理层面评估求职者是否适合岗位。通过这种角色

扮演，学生不仅能深入了解心理健康在职业发展中的重

要性，还能在与小组成员合作中锻炼团队协作能力，提

高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团体合作学习中，学生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就

像在黑暗中相互依偎寻找光明的伙伴。当一个学生面临

心理问题或学习困难时，其他小组成员可以给予关心和

帮助。例如在应对考试压力的小组活动中，掌握减压方

法的学生可以分享给其他同学，如如何通过放松训练缓

解紧张情绪。这种相互支持的氛围能让学生感受到集体

的温暖，增强归属感和自信心。

同时，教师在团体合作学习活动中扮演着观察者和

指导者的重要角色。教师要像敏锐的鹰眼一样密切观察

学生表现，包括小组中的沟通方式、协作能力、情绪状态

等。当发现学生在合作过程中出现问题，如某个学生过于

强势或小组出现沟通障碍时，教师要及时给予指导和反

馈[3]。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调整角色、重新组织讨论等方式

解决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自我认知和自

我调节能力，让他们在团体合作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结束语

通过对学生心理现状的剖析和心理技巧在教学中的

应用探索，我们深刻认识到教育工作者肩负的重要责

任。关注学生心理、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教材、组织

有效的团体活动，都是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健康成

长的关键。让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运用这些策略，为

学生点亮心灵的灯塔，使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自

信，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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