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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 我校在成功完 成 全 国 中 小 学 整 体 改 革 专 业 委

员会下属的 “素质个性化”教育实验的基础上 , 又 于 同 年

10月与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团体心理辅导总课题 组 签 订 课

题协议 , 开展全国教育科学 “十五”规划重点课 题 “团 体

心理辅导的理论、应用与推广研究”的子课题———“小学生

团 体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研 究 ”, 并 成 为 总 课 题 组 的 实 验 学 校 之

一 , 在 全 校 范 围 内 进 行 小 学 生 团 体 心 理 辅 导 课 题 实 验 。

2007年底 , 该课题又滚动为 “十一五”课 题 , 继 续 在 以 前

的 基 础 上 开 展 研 究 。 在 过 去 的 几 年 中 , 我 校 从 学 科 课 堂 、

班集体建设、社区活动、学生心理咨询等途径进 行 了 团 体

心理辅导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 取得了一些成绩 , 成 为 广 州

市教育局 “团体心理辅导示范学校”, 促使学校的教育教学

工作在观念新、起点高的基础上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一、开展团体心理辅导的具体途径

( 一) 依据学科特点设计辅导策略 , 开展课堂自控学习

心理辅导研究 , 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我校在课堂教学中扎扎实实地 开 展 了 “实 践 陶 行 知 科

学人格思想 , 建构现代小学生课 堂学习心理品质自 我 评 价

活动模式”的研究 , 形成了小学生学习心理品质自 我 评 价

模型。

1. 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心理品质为目标。以学会、会学、

乐学为三维度 , 使单元目标、课时目标 、教学重难 点 有 机

整合 , 重点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动机 , 掌握学习策 略 , 在 动

机引领与方法策略指导下解决学习中的各种问题。

2. 把六个学习心理品质具体化为学生的学习行 为 习 惯

规范。我校的课堂教学模式所要 培养的六种学习心 理 品 质

分别是自觉的学习目标、自动的达标学习行动、自 主 的 运

用学习工具的能力、自得的学习方法策略、自治 的 小 组 学

习活动、自由的学习情感体验。这是从学生进 行 自 我 评 价

方面提出的六个检测指标 , 也 是把新课程目标中 提 到 的 七

个要素具体化为小学生的发展性的学习心理品质 。 现 在 我

们把这六种学习心理品质的培养具体体现在辅 导 学 生 开 展

学习活动的各个环节 ( 比如课前预习提问、课堂自主学习、

复习归纳和练习 ) 当中 , 并且要具体化。例如语 文 学 习 中

有纸笔作业和口头作业 , 那么通过教师的课堂 辅 导 就 是 要

学生养成一些良好 的书写习惯和口头表达习惯。 在 此 过 程

中 , 从学科的教学特点和学生学习特点出发 , 逐 步 完 善 小

学生学习心理品质自我评价操作模型中的学科检测量标。

3. 落实五类作业 , 重点促成学生的学习行为 习 惯 规 范

的达标。我们把是否落实五类作业 设计作为检测 学 生 学 习

行为规范或者是学习心理品质是否达标的工具。 这 五 类 作

业被分成两个部分 : 诊断性作业、范例性作业 和 当 堂 达 标

作业统称达标性作业 , 选择性 作业和创造性作业 统 称 发 展

性作业。由于这五类作业性质、功能和作用不同 , 所 以 它

们呈现的时机也不同。达标性作业一定要在课 堂 教 学 辅 导

的各个环节中体现 , 并要求 当堂完成 ; 发展性作 业 是 课 内

学习向课外延伸发展 , 是学生学习作品成果的展 现 , 可 以

在课堂教学中进行 , 也可以在课外进行。教师 要 有 目 的 地

精心设计这五类作业 , 并在 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加 以 重 点 训

练。

我校 “现代小学生课堂学习 心 理 品 质 自 我 评 价 活 动 模

式”的研究 , 获广州市教育局 “十五 ”教育科研 成 果 一 等

奖、全国中小学科研兴校课题成果二等奖 , 并 且 在 全 国 中

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的课题实验中顺利结题。

( 二) 依据年级特点设计辅导重点 , 开展班集体自律交

往团体心理辅导研究

该研究经历了理论学习与初 步 摸 索 、 自 觉 探 索 与 自 发

研究、自主研究、特色创新四个阶段。

李顺松 郭晓静

运用团体心理辅导技术
再创学校教育工作新局面

管 理 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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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学习与初步摸索阶段。从2002年10月 签 订 课 题

至2004年7月 , 我们完成了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的初步

摸索。首先 , 制定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 并 在 实 践 过

程中不断修改完 善 , 使其更有实用性和操作性。其 次 , 形

成了 “年级组”这种研究组织 , 在不同年级采取不 同 的 辅

导 方 法 来 对 学 生 进 行 班 集 体 团 体 心 理 辅 导 , 如 游 戏 辅 导 、

团体行为训练、角色扮 演、音乐心理调适、理性情 绪 法 和

价值澄清等等。再次 , 在确定实施方案的基础上 , 初 步 编

写了朝天小学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校本培训资料 , 先 对 教

科组的教师进行理论和 操作技术的培训 , 提高了他 们 的 理

论认识。

在教师心理辅导专业素质得到 提 高 的 基 础 上 , 我 们 初

步开展了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 的案例研究。课题组 的 教 师

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进行了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的 活 动 设

计, 并进行了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案例研究的初步尝试。

2. 自觉探索与自发研究阶段。在2004年9月以来 , 我校

班集体团体心理辅导课题研究注重年级 组的组织力 量 , 结

合学校自身的科研课题进行探究 , 开始进入自觉 探 索 、 自

发研究阶 段 , 实现班集体建设由 “管理”到 “辅导 ” 的 转

化 , 初步探索学校 “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的特色。 每 个 年

级每个学期都会在学校的统一规划下制定年级的课程计划 ,

每个年级的主题 都精彩而且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特点 , 这 些

课程大都从学习、交往、自我意识等三大学生 心理 维 护 方

面进行设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探索的深入 , 年 级 组 的 课

程计划渐渐自 发地与课题研究思想紧密结合。例如 , 一 年

级 开 始 探 索 “建 构 班 级 ‘互 动 成 长 游 戏 ’ 心 理 辅 导 模 式 ,

培养小学生健康人格”的研究 , 四年级开始探索 “学 习 行

为心理辅导研究”, 五年 级开始探索 “‘家校合一’的交往

心理辅导模式 , 培养小学生同伴交往能力”的研究 , 等等。

3. 自主研究阶段。2005学年9月 , 在专家的指导下 , 我

校设计出课题后期研究方案。各年级组认真 学习学 校 课 题

方案 , 重点是理解五种班集体建设模式———问题诊断学习、

班级角色 学习、班级规范学习、班级目标决策学习 和 班 级

组织创新学习 , 利用团体心理辅导技术 作为班集体 建 设 工

作的方法 , 边学边做。我们在各个年级成立了实 验 班 , 各

实验班班 主任也明确了实验工作 , 并设计实验方案 , 设 计

实验课程。各年级组教师利用我校召开 “中陶会” 现 场 会

这一契机 , 设计特色课程 , 结果在现场会上展示 的 精 品 课

程 都 得 到 了 专 家 的 一 致 好 评 。 至 此 , 课 题 研 究 趋 向 成 熟 ,

不同年级都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 形成了 我校在 班 集 体

自律交往团体心理辅导方面的特色。各个年级的 研 究 方 向

是 : 一年级的学会习惯、学会适应的班级规范 学 习 心 理 辅

导 ; 二年级的学会做人的班级 角色学习心理辅导 ; 三 年 级

的学会选择的自动兴趣学习心理辅导 ; 四、五年 级 的 学 会

批判、学会欣赏的班级问题诊断学习心理辅导 ; 六 年 级 的

学会做事的自主任务学习心理辅导。

4. 创新性研究阶段。与越秀区教育局建立了 班 主 任 研

究 会 相 应 , 我 校 于2006年 成 立 了 朝 天 小 学 班 主 任 研 究 会 ,

该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我校的班主任教师。研 究 会 每 周 安

排固定 的时间开展 “班主任工作沙龙”活动 , 班 主 任 围 绕

课题 “创建文化型班集体 , 培养学生健康人格”进行研讨 ,

以班级文化建设为内容 , 以团体心理辅导为手 段 , 开 展 创

新性的研究 。同时 , 我们还以开展中科院的小学 主 题 电 影

课为契机 , 更好地把团体心理辅导的研究 融入到 课 堂 教 学

和班集体建设当中去。在2006学年上学 期 学 校 承 办 的 广 东

省教育学会 年会展示课中 , 李颖菁老师向与会的 专 家 和 领

导展示了一节非常成功的语文与团体心理辅导整合的课例 ,

这为团体心理辅导与学科的整合开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 三) 以综合实践、社会探究活动为突破口 , 启动社区

自主创造活动心理辅导模式研究

自主创造活动的辅导是我校 在 团 体 心 理 辅 导 方 面 的 另

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按照学校 “小学生团体心理辅导研究”

课题规划 , 这项研究工作的重点是通过社区学生 自 主 创 造

性实践活动 , 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 发掘学生的潜能 ,

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而综 合实践、社会探究活 动 则 着 眼

于 每 一 个 学 生 全 面 而 有 个 性 的 发 展 , 强 调 学 生 通 过 实 践 ,

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 , 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 , 培 养 综 合 运

用知识的能力 , 增进与社会的密切联系 , 培养社会责任感。

所以我们以综合实践、社会探究活动为突破口 , 建 立 “导

师制”, 利用动态课时和静态课时相结合的方法来全面开展

综合实践活动 , 启动社区自 主创造活动心理辅导 模 式 。 这

项研究的活动性较强 , 弹性较大 , 因此是以教导 处 、 大 队

部和 “快乐屋”为整体进行规划组织的。因为 社 区 活 动 具

有的创造性和环境性强的特征 , 因而更能给予学 生 强 烈 的

心 理 体 验 和 感 受 , 让 学 生 在 活 动 中 自 我 完 善 、 自 我 发 展 、

自我提升。

( 四) 以 “快乐屋”为小团体和个体辅导阵地 , 开展形

式多样的团体心理辅导 , 引导学生 “自我 构建健康人格”,

促进学生心理自我维护和调节能力的发展

我们以 “快乐屋”为小团体 辅 导 和 个 体 心 理 辅 导 的 主

阵 地 , 开 展 形 式 多 样 的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工 作 , 使 “快 乐 屋 ”

成为我校团体心理辅导实验工作的一块沃土。

管 理 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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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乐屋”的个体辅导。我们打破 “心理咨询室建设

标准”中提到的把心理咨询室建设在学 校安静而独 立 的 空

间的认识 , 把心理咨询室———“快乐屋”设在主教学大楼的

四 楼 , 就 在 学 生 的 身 边 , 学 生 每 天 经 过 走 过 都 能 看 到 它 ,

让学生感受到 “快乐屋”的魅力和影响力 。随着时 间 的 推

移 , 学 生 渐 渐 地 消 除 了 “有 病 ” 才 到 “快 乐 屋 ” 的 想 法 ,

人人都愿意在课余的 时间到 “快乐屋”放松放松 , 谈 谈 心

事 , 说说悄悄话 , 以致 “快乐屋”的预约时间通 常 在 学 期

结束前两个月就已经爆满。 “快乐屋”自2004年7月至今累

积特殊儿童辅导个案近20个 , 接受学生 咨询80余次 , 家 长

咨询30余次 , 运作相当成功。

2. “快乐屋”的团体辅导。具体形式包括 : ①定期进行

儿童团体辅导 , 维护儿童心理健康。如2005年3月到6月 进

行 了 以 五 年 3 班 的 7 位 交 往 障 碍 学 生 为 对 象 的 团 体 辅 导 ,

2005年7月进行了 “智力发展训练”团体辅导。②每年开展

一次 “爱心节”活动 , 营造 “引导学生自我构建健康人格”

的良 好心理健康环境。我校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两 届 朝 天

小 学 “爱 心 节 ”。③每 年 举 办 一 次 寒 假 “小 学 生 心 理 辅 导

营”, 对小学生比较共性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发展偏差进行辅

导。④以学校课题研究为契机 , 通过各种展示会展 现 我 校

心理健康教育成果。

二、团体心理辅导实验研究的初步效果

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给我们学校 的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带 来 了

新气象 , 引发了学生和教师精神面貌的新变化。

( 一) 学生个性活、身心健

在我校总的 “十五”规划课题———“引导学生自我构建

健康人格”研究中 , 不仅有以 “快乐屋 ”为 “点” 的 个 体

咨询和团体辅导活动 , 还有以课堂渗透、班级贯 穿 、 社 区

辐射为 “面”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 更有以 “德育”、 “心

育 ” 双 管 齐 下 、 纵 横 交 叉 的 心 理 辅 导 活 动 , 如 “我 能 行 ”

每周寄 语 , “心灵之窗”的红领巾每周一次的故事 广 播 或

小品、相声等等。我们将团体心理辅导 实验研究渗 透 到 学

校教育教学的很多环节当中 , 引导学生自我调节 心 理 成 长

过程 , 让 学生在活动中健康、快乐成长 , 因此来到 我 校 的

家长和客人第一感受就是朝小的学生自信、活泼。

在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 学 中 , 学 生 的 学 习 心 理

品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 每年都有近900人次在各种学科兴

趣活动和竞赛中获奖。艺术科获奖无数 , 学校艺 术 团 多 次

参 与 了 国 际 交 流 活 动 , 取 得 赴 德 国 、 韩 国 、 日 本 、 美 国 、

加拿大等国表演活动的圆满成功 ; 体育科大课 间 活 动 获 得

“中国十城市第20届体育教学 观摩”的优秀组织奖 ; 语文 、

英 语 、 数 学 等 其 他 学 科 的 水 平 测 试 成 绩 在 区 内 保 持 前 列 ,

学 生作品、活动成果更数不胜数 ; 社区 综 合 实 践 成 果 ———

五年4班的 《老火靓汤》, 麦田小队的 成立和为山区的孩 子

捐书等活动频频在 《南方都市报》上报道 , 六年2班的 《班

级银行 , 快 乐成长》在 《广州日报》、 《南方日报》、 《新

快报》、中央人民广播网等多家媒体上报道。第一届 “爱我

人生、呵护心灵”的爱心节 , 以及 “魅力朝天 ” 素 质 教 育

现场会等综合心理健康教育成果 的多次展示会都 受 到 各 级

领导、专家、兄弟学校一致好评。

( 二) 教师的心理辅导专业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高

在教育科研中开展心理健康 教 育 研 究 , 使 我 校 教 师 的

心理辅导专业素质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现在全校 每 位 班 主

任都可以设计心理辅导活动 , 并上心理辅导活动 课 , 每 个

年级每学期都有自己丰富的心理辅导活动设计 , 全 校 教 师

100多篇的优秀设计还结集为 《朝天小学心理辅导活动优秀

设 计 》。 学 科 教 师 的 课 堂 教 学 理 念 也 实 现 了 从 “教 学 ” 到

“辅导”的转变 , 并取得了可喜的教学成绩。我校教师通过

不断探索实践 ,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已具有较高的 水 平 , 近

几年在国家、省、市、区等级别的教育部门组 织 的 评 比 中

我校都 有教育论文、活动设计、教育个案等获奖 , 累 计20

余次。同时 , 在开展心理辅导的研究和实践 中 , 教 师 本 身

的心理健康也得到很好的维护 , 反过来又促进 了 学 校 的 教

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努力方向

针对前阶段团体心理辅导实 验 研 究 的 思 考 , 我 们 认 为

在探索团体心理辅导实验的系 列课程、深化个体 学 生 的 团

体辅导、探索社区自主团体辅导新途径等方面还 有 一 定 的

努力空间。为使团体心理辅导实验工作更有效 地 和 学 校 的

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 , 我 们将进一步探讨团体心 理 辅 导 与

德育的整合 , 团体心理辅导在学科的渗透与学科课型整合 ;

在少先队活动和班集体建设方面 , 带领班主任 在 团 体 心 理

辅导与班会课的 整合上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我们 决 心 通 过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 让师生身心健康发展 , 促 使 学 校 全 面

优质发展 , 再创学校教育教学新局面。

( 李 顺 松 , 郭 晓 静 : 广 州 市 朝 天 小 学 广 东 广 州

510180 责任编辑: 李士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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