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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探究与实践》

内容概要

《心理健康专题探究与实践(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内容简介：《中小学心理教师培训课程》系列从
提升中小学心理教师以至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出发，有别于补救性的心理咨询治疗，以发展性
、预防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为主要基点，展开内容的组织、课程的设计、理论的分析、案例的呈现等等
。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系统性。丛书围绕着“教师”这一核心，从理论提升、心理调
适、教学实操、科研实践等四个层面给予详尽的指引，构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小学心理教师以至全体教
师成长的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有机整体。第二，针对性。“教师心理保健”针对教师自身的心理调适
问题，充分考虑了“教师”这一角色作为独立个体的教书育人需要；而“学生团体心理训练”则针对
中小学生作为群体一员的社会基本属性，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发展性团体心理训练和纠正偏差行为的
团体心理训练；针对心理健康教学资源缺乏，填补学生发展性心理的实训教学空白，拓展心理健康教
育的实际应用，“心理缝康主题教学”提供了自信心、注意力、意志等多种发展性心理品质的课程方
案。第三，灵活性。如，A证、B证、C证培训教程，根据心理教师三级培训、分级上岗的具体需要，
对相关的理论知识内容予以层次性的划分，帮助不同学力的心理教师顺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中小学心理教师培训课程》系列的出版，是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教育
成果的展示，她将对全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规范运行和教育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对推动全
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深入和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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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探究与实践》

书籍目录

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经济发达地区职业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的构建建立班主任心理
辅导模式的探讨正确对待“比”——养成健康的心理品质职校学生学习障碍案例分析职中新生心理健
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市×中学学生网络品德心理状况调查报告初一心理知识课中加强学生参与性培养
健康心理的实验研究报告我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实验报告关于观点采择的研究综述小学生
社交焦虑水平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重点初中男女生同伴关系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学三年级学生数学学
业成败归因特点的研究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普宁市青少年生活事件的调查研究阳江市城乡中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以多元智能理论启动班级管理——对学生厌学的心理辅导浅谈小学生自我
教育能力的培养从“归因”到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信——来自“韦纳归因理论”的启示浅谈小学“学困
生”的心理品质的培养家长如何对高中孩子进行异性交往辅导互联网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与对策
研究“合理情绪疗法”在学校心理辅导中的应用将考试进行到底——考试焦虑团体辅导的实践和总结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小学生行为习惯矫正辅导记实如何加强对青少年异性交往的辅导与教育对策
情绪障碍儿童的个案分析报告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个案研究以“情”温暖用“心”指导——浅谈
攻击性行为的矫正策略单亲家庭子女心理现状调查及其学校教育的思考富裕家庭小学生个性心理品质
问题及影响因素浅析家庭环境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综述父母教育方式与应付方式的相关研
究如何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探究性思维美术教育对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探究论新课程与心
理健康教育结合的实效性运用美术教学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浅谈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进行学生心理教
育初中数学教学策略与心理健康素质的培养心理健康教育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尝试在化学教学中渗透
心理健康教育小学体育游戏化的教学研究小学生作文心理障碍的成因及对策探析压力下的呐喊——谈
职校教师心理压力及调适运用多元智能理论优化班主任工作的探索关注教师心理健康优化教师心理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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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吴发科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在
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我们的认识要到位，理解要全面。因为，认识不到位则推动不力，理解有偏差则
实施不规范，对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作用的评价，不是从它在排除少数学生心理障碍的有效作
用来片面评价，而是要从它在学校教育中的整体作用来全面评价。几年来，广东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的实践充分证明，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了五大作用：学校人才培养的核心作用学校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人才培养中起着核心作用。人才质量优劣的评价，
不能以“在学期间”和“书本知识考试成绩”的坐标体系来衡量，而是要用“未来发展需要”和“适
应社会竞争”的坐标体系来衡量。1.从“未来发展需要”的角度看问题今天的中小学生，十年以后所
面对的社会，是知识爆炸的社会，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今天的中小学生，十年以后靠什么来适应社
会，去谋生发展，去参与社会竞争？归根结底靠的是两方面素质：“知识技能素质”和“良好个性素
养”。就学生个体而言，这两方面素质是生存的基点，好比飞机的两个机翼，火车奔跑的两条铁轨，
缺一不可。从未来发展需要的观点看，“良好个性素养”更加重要：可以想象，未来社会人才济济，
现代知识人人有，大学文凭满天飞，今天的中小学生，要靠“知识技能素质”去获得一张“准入社会
生存”的大学文凭，这并不困难，而要靠“良好个性素养”去获得一张“适应未来发展”的竞争文凭
，那就不很容易。因此，“良好个性素养”是人才整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人才培养不能忽视
对“良好个性素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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