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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课堂纪律的管理探索

王鑫文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山东济南　250022 

摘　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活动为主，心理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是较为柔性的，这使其很容易获得学生的喜爱，但是课堂

纪律就显得较为涣散，这对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的教学和实效影响比较大。由于心理健康教育课堂需要自由宽松的氛围，严

格化的纪律制度在此课堂上不适用，增大了对其的把控难度。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需要从教学设计、表达机制和管理

策略三方面实施优化。1) 教学设计：建构“需求驱动型”活动体系；2) 表达机制：建构“有序 - 自由型”表达机制；3) 管理：

建构“刚柔并济”式纪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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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心理健康教育课活泼开放的课堂气

氛、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以及符合中小学生学生成长所需的

内容设置在学生中极受欢迎。但是在欢乐活跃的课堂现场，

却有一些潜规则的存在：有的学生趴在桌子写其它学科的课

堂作业，有的同学耳语在课堂中窃窃私语，甚至出现插科打

诨，嬉笑无度的失当之举。这些表现妨碍了心理健康课程的

深入开展，也与帮助学生形成健全心理、健全人格的教育初

衷不契合。心理教师面对这种违规情况如果以正常批评的方

式处理，效果不明显，如果要采取惩罚措施又担心不妥，处

罚不恰当带来的道德难题让心理教师左右为难。

研究表明，良好的课堂氛围是构建高效学习场的前提，

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和知识的内化率 [1]。心理教师在

当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经常受困于课堂秩序的干扰无

法达成课程目标，构建安全课堂的前序工作就是管理课堂

秩序 [2]。心理教师是课堂生态的搭建者，需要冲出传统管

理的樊篱，在遵循青少年心理成长规律的前提下，打造既

有温度又严格的新型课堂管理模式，用防范纪律建设、发

展规则引导和价值规范行为来实现良好的课堂秩序，实现

课堂秩序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使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培育

学生成长的土壤。

1. 问题提出

心理教师通常背负着“温柔”“无微不至”“化人于无形”

的想象，这一职业形象的完美想象，导致新任心理教师在职

业生涯发展的初始阶段形成了错误的认知：以“亲和力”作

为“毫无条件退让”、以“共情力”作为“毫无原则纵容”

的表象，“逾矩”事件发生时便处于“强制与柔性”两难冲

突的选择之中，担心“惩戒”措施让教育者和辅导者之间的

人格出现分裂。

课堂纪律作为教学秩序的守护机制，其效用至少有以

下三点：其一，作为教学过程的基础保障，良好的纪律生态

能使精心设计的团体辅导活动得以完整实施，避免无序的纪

律消解课堂的专属性；其二，作为人格培育的实践场域，纪

律规范通过“他律 - 自律”的转化过程，促进学生责任意

识的觉醒与自我调控能力的提升；其三，作为社会化的微型

实验室，课堂规则映射着社会公约的基本框架，帮助学生在

角色扮演中习得群体生活的行为范式。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也使教师教育权的

实施合法化。第 1 条规定，“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保

障和规范学校、教师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保护学

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该文件为心

育老师跨出困境提供了合法性保证。需指出的是，专业性的

纪律并不等于管束的权力规训，而是教育智慧的实践化，教

师应结合教育智慧，化不利因素为助力。

初入职场的心理教师，容易被教学方案编制的片面追

求“精细”设计“大受欢迎”的幻象所诱导，陷入“备课‘设

计活动好’，上课‘活动实施很差’”的“理想”与“现实”

的悖论之中。究其原因，以往学校培养模式偏重心理教师如

何做好心理“咨访”工作而缺少对其如何做心理“教师”，

心理教师培养忽视了怎么做好心理教育班级建设的指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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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工作的轻视；注重心理活动设计、心理健康知识的“灌

输”、心理故事的“讲述”、心理体验活动的“开展”而轻

视了课堂内外常规管理、集体教育中班级建设和行为规范管

理。从提高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职业功能发挥和实效性的立

场上看，优化当前心理课堂纪律管理的双机制很有必要，“建

立在学校教育理念、方针、方法上的关于心理课堂纪律管理，

以及在实施上的动作技巧、方法的应用管理”。

本文将从原因剖析和策略研究两个角度来说明如何管

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秩序。

2. 原因分析

2.1 学生学科定位认知偏差导致参与动力不足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心理健康教育课多年来被看作边

缘课程。教师的授课形式使学生产生“心理”是辅助学科的

看法，心理教育课本身就缺少积极意义，一些学生因此往往

会在课堂上将其作为考前“打气”场所，甚至当作娱乐调剂

课程，而另一些学生因对心理健康的误解，将心理教育课程

简单化等同于心理咨询，产生消极排斥心理。

2.2 心理教师角色定位矛盾削弱管理效能

心理教师的专业角色具有双重性：既要作为课堂秩序

的维护者，又要扮演情感支持的倾听者。心理辅导老师需要

具备亲和力，以便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否则如果老师过于

严肃，课堂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3]。这种角色张力在实践中

极易失衡：过度强调“亲和力”导致教师陷入“老好人”困

境，而刻意树立权威又可能破坏心理辅导所需的信任关系这

种情况可能导致心理教师形成一种放任的教师权威观念，从

而在学生面前显得威信不足。与此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背

景下，教师主导地位的减弱也给心理教师的威信建立和维持

带来了挑战。一项关于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调查显示，“课

程改革对教师要求高”、“现在的学生难以管理”和“职称

晋升困难”位列前三位，其中有高达 43.4% 的教师认为“现

在的学生难以管理”[4]。对于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来说，“课

堂秩序混乱得无法开展教学”和“教室像菜市场一样嘈杂”

等问题让他们感到无能为力。

2.3 纪律管理尺度存在实践悖论

心理课堂纪律管理存在“矛盾体”：心理学是“活动中心”

的教育教学设计，适度的松散状态很必要，但“过度活跃”

往往会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场面；而教师如果实施纪律惩

罚，往往可能打破心理辅导营造的“安全基地”。心理教师

既要承担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也担任着心理辅导的工作，心

理辅导教师如果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过分管理纪律，很容易

让学生产生距离感，学生很有可能会把这个自己“有难可找”

的“朋友”拒之门外。实际上，这里管理上的矛盾体意味着

一种专业伦理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对峙。教师们既怕控制过度

而伤及师生感情，又怕放纵不管而不利于教学效果。

2.4 活动教学法实施的形式化倾向

活动教学法作为心理健康教学的主要方法，在实施过程

中，许多教师认为要多“活动”，忽略了课堂的严肃性，把

教学活动异化为游戏活动；教学的开展没有一定的指向性，

学生随意的参与活动，最终淡化对活动的意义感知 [5]；学生

可能仅仅认识到活动的乐趣，而活动背后的教育价值学生难

以完全体会到，这就导致“一堂课活动热热闹闹，课堂分享

冷若冰霜”，看似混乱的活动开展在课堂教学中产生了负面

作用 [6]。

这些多维因素交互作用，构成了心理课堂纪律问题的

复杂生态。

3. 策略探索

心理健康教育课堂在保持特色与建立课堂纪律之间如

何达成平衡？笔者依据心理健康课堂实践以及有关学科特

征的文献资料，进一步设计了下述模型，以达到适合并引导

课堂实现有序与有效课堂的有机和谐。

3.1 教学设计优化：构建“需求导向型”活动系统

心理健康课程应以活动为基础，强调学生的亲身体验。

应该考虑到学生对不同主题的教学活动或设计的兴趣与参

与度，采用对症的设计应对不同的教学实际。比如，当主题

相对乏味时，便设法激起学生参与的兴趣；但当主题为学生

感兴趣的内容时，便需要调整设计压抑学生的“随心所欲”。

因为心理健康教育课和传统科目不同，心理课堂在很大程度

上是依赖学生反馈、生成相应的知识、让学生锻炼技能、培

养能力，而教师在其中要把控全场，引导走向。

3.2 表达机制创新：打造“有序 - 自由”双轨表达空间

心理健康教育课应留给学生们充分发表观点的空间，

突出启发性的特点。一般心理健康教育课的程序是让学生在

活动后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各抒己见，观点五花八门，甚

至与活动初衷相悖。如果教师没有好的教育方法，可能就会

造成课堂混乱。有教师为了控制课堂减少学生的发言，导致

课堂教学变成了教师的独角戏。这就需要教师要有一定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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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驾驭能力。

3.3 管理策略升级：实施“刚柔相济”的纪律工程

有效进行课堂纪律管理，同样需配合细腻的班级管理

方法，学生需要规则也需要关注与尊重。故此，心理教师要

在肯定学生学习中主体地位的同时不忘教师教育过程中的

主导地位。

3.3.1 建立课堂契约和奖惩机制

心理健康教育课尽管无考试，但却可以通过建构课堂

契约和奖罚制度来进行课堂管理。一方面可以对自我管理能

力好的学生加以表扬与激励（比如贴小黄人贴纸），另一方

面也可以利用选择惩罚（选教师提供的可接受的若干惩罚方

法中的一种予以实施）、负惩罚（取消他们原来可以得到的

奖励）对违反纪律的学生进行处罚。

采用表扬和奖励制度：在纵向比较中，表扬课堂上表

现更加积极主动的学生，进行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使之成

为榜样，从而提高其自信心、成就感；在横向比较中，关注

班级中能够进步的学生，找出其优点，加以鼓励表扬，逐渐

形成其良好的课堂习惯。除个人的奖惩制度外，可以在期中、

期末评比出“最佳小组”，利用集体监控的方式来控制课堂

纪律。

3.3.2 强调课堂纪律的重要性

在课程前期就要告诉学生课堂纪律的重要性。课堂纪

律如果散漫可以考虑更换活动或者暂时不参与课程，待课堂

纪律安定以后再上课。此时可以暂停活动，告知课堂纪律散

漫的后果，再继续活动。切忌为活动而活动。在纪律散漫的

环境下，活动无法体验到教学效果，在表面上虽热热闹闹，

实际上会变成单纯的娱乐，无法达成教学目标。

3.3.3 调动同辈力量

作为班级管理者的班干部，本身就是非常熟悉班级的，

又有较大的影响力。如果教师太多的给予严格纪律约束，只

能导致对学生的管制力降低，充分利用团体动力学原理，利

用集体的力量去约束极少数违纪学生，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3.3.4 布置家庭作业和期末考试

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要布置课上的作业，更应该布置课

外的作业，教师通过布置与心理健康相关的作业，让学生能

够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中做探究、实践和感受。到了学期的中

段或期末，心理教师也可以根据所教内容自行命制试卷，在

检测学生掌握情况的同时让学生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

其次，心理教师可以将家庭作业、期末测评、加分和赏罚结

合在一起，以自愿做、做好加分的方式，让学生可以依自己

的喜好选择作业，以赏罚为引导的方式去鼓励他们，并增强

作业的灵活性，避免学生产生学业压力、降低学习积极性。

4. 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纪律，不能停留在简单移植的惯常

思维上。心理健康教师应基于学科属性，基于教学行动实践，

基于不断思考反思，将各科教学智慧“嫁接”到心理健康教

育课堂上，研发适合该类学科教学的课堂纪律发展和管理的

策略 [7]。如果把心理健康教育课比作一栋大厦，课堂纪律

就是这栋大厦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好了，师生才能在地基上

建设自己属于自己的大厦。

青年心理教师是成长中的专业人，光靠工作热忱不足以

应付复杂的学校工作。应该带着接纳的心态融合教育经验，

既要从老教师身上学习教育思想，又要从其他领域得到管理

智慧，更重要的是浸润心理课堂，熟悉其“重体验、强交互、

促生成”的本然性，才能把秩序的管理经验与人性的教育教

学智慧充分地融合并有效运用于学校心理课堂，实现既“教”

也“育”、又教“守纪”，让心理课堂成为“立德树人”育

人的生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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