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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心理辅导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由传统的面向少数学生的矫治性工作转向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性
辅导，强调发展性心理辅导的目的在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发挥学生的潜能。
美国学校辅导者协会（Amet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ASCA）在其制定的“小学辅导者的工作
”中强调儿童发展性工作时说：“和教育哲学相一致，小学辅导者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儿
童的潜能，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
”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心理辅导发展正逐步由职业指导、学业指导、家庭指导、心理疾病治疗等方
面转向对于人的潜能的开发与研究，以帮助人更好地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潜能。
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来，我国学校心理辅导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上的
热点话题，到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又到国家政策推进的重点工作这样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
1999年8月13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2002年9月25日，教育部
发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这两个文件是我国学校心理辅导工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同样，20多年来，我国学校心理辅导实践上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特别是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校本课程或选修课程进入了课堂，融入学校实实
在在的具体工作之中。
然而，正是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实践中，有清醒的研究者意识到基于我国特定国情，从上至下推进的学
校心理辅导工作出现了所谓“医学化”“德育化”“学科化”等种种误区。
要避免在心理辅导实践工作中陷于困境，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认真抓好学校心理辅导师资的培训工作，
以使直接从事心理辅导实践的工作人员能够胜任心理辅导工作岗位的要求，肩负起培育广大中小学生
健康心理、充分发挥其潜能、促进其发展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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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全部内容都是基于大量的文献检索和现场调查，是作者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具体包括了：心理
健康与心理辅导概述、班主任工作中的常见心理问题辅导、班主任工作中的个别辅导、小学班主任心
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诊断与评价——如何评价班级里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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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心理健康与心理辅导概述　第一节 现代社会使心理健康问题凸显　　一、现代生活从简单走
向复杂　　二、现代人生活节奏从慢到快　　三、现代人自身从被动走向主动　第二节 心理健康的含
义　　一、健康观念的演变　　二、现代健康观　　三、心理健康的含义　第三节 心理辅导及其发展
　　一、心理辅导　　二、国外心理辅导的发展　　三、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辅导发展　　四、中国
大陆的心理辅导发展现状与问题第二章 小学班主任：心理辅导员角色　第一节 正确认识班主任的心
理辅导员角色　　一、现代教育中的小学班主任角色　　二、班主任成为学生心理辅导员的必要性　
　三、班主任成为学生心理辅导员的可能性　第二节 心理辅导员角色对班主任的新要求　　一、学校
心理辅导员的资质　　二、兼职心理辅导员角色对小学班主任的素质要求第三章 你是一个心理健康的
小学教师吗?　第一节 教师心理健康是学生心理健康及其教育的关键　　一、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亟待
关注　　二、教师心理健康在学生心理健康及其教育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节 教师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
主要表现一　　一、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四种表现　　二、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五种类型　第三节 教
师心理健康的标准　　一、理论界关于教师心理健康标准的几点认识　　二、国内关于教师心理健康
标准问题的主要观点　第四节 影响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因素　　一、社会发展和教育变革带来的巨大
压力　　二、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心理常常超负荷　　三、来自学校的压力是小学教师心理
健康问题的主要来源　　四、教师个体因素第四章 小学班主任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　第一节 小学
班主任心理健康的意义　　一、班主任的心理健康是学生健康成长的保证　　二、班主任的心理健康
是班主任自身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二节 小学班主任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　　一、小学班主任自
我认识的团体辅导方案　　二、小学班主任心理压力应对的辅导方案第五章 小学生心理健康诊断与评
价——如何评价班级里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　第一节 小学生心理诊断的特点和分类　　一、怎样认
识心理诊断　　二、心理诊断的种类　第二节 心理诊断的过程　　一、确定目标　　二、收集资料　
　三、案例分析　　四、诊断评估　第三节 小学生心理诊断的方法　　一、自我报告法　　二、观察
法　　三、个案法　　四、活动产品分析法　第四节 小学生心理评定与诊断工具　　一、心理评定及
常用工具　　二、班主任在使用心理测试时要注意的问题第六章 班主任工作中的团体心理辅导　第一
节 团体辅导及其功能　　一、什么是团体辅导　　二、团体辅导的功能　第二节 班级就是二个团体
　　一、良好班级团体的特征　　二、良好班级团体的发展　　三、提升班级团体效能的技巧　第三
节 团体的组建计划　　一、团体组建计划　　二、团体心理辅导的分类　　三、团体目标　第四节 
团体心理辅导的技术和过程　　一、团体辅导的技术　　二、团体心理辅导的过程　第五节 班主任在
团体辅导中的角色与责任　　一、班主任在团体中的角色与责任　　二、班主任作为团体领导者应具
备的特征　　三、团体过程中难处理的团体成员的类型及表现　　附1：团体辅导方案　　附2：团体
心理辅导游戏第七章 班主任工作中的个别辅导　第一节 班主任该如何看待小学生　　一、班主任眼
中的小学生　　二、班主任应该怎样看待小学生　　三、小学生心理辅导的独特性　第二节 个别辅导
的原则　　一、个别辅导的形式　　二、个别辅导的原则　第三节 心理辅导关系　　一、心理辅导关
系的特征　　二、班主任怎样和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第四节 心理辅导的基本技术　　一、倾听　　
二、具体化　　三、即时化　　四、对峙　第五节 心理辅导的过程　　一、了解情况　　二、提供支
持　　三、确定辅导目标　　四、商讨解决困扰的方法　　五、结束辅导　　附：个别辅导的一个案
例及操作第八章 班主任工作中的常见心理问题辅导　第一节小学生心理问题的概述　　一、什么是心
理问题　　二、小学儿童心理问题的分类　第二节 小学生的情绪、情感问题　　一、儿童厌学问题　
　二、儿童焦虑问颖　　三、儿童强迫性行为倾向　　四、儿童恐惧问题　　五、儿童抑郁问题　第
三节 小学生的人格问题　　一、退缩　　二、依赖　　三、自卑　第四节 小学生的学习问题　　一
、学习动机缺失　　二、学习方法不佳　　三、小学生的学习障碍　第五节 小学生的交往问题　　一
、自我中心　　二、不合群第九章 国外学校心理辅导及培训模式简介　第一节 游戏辅导模式　　一
、游戏辅导　　二、游戏辅导的分类　　三、德国游戏辅导活动案例　第二节 邀请模式　　一、邀请
模式的基本教育理念　　二、邀请模式的四个假设　　三、邀请模式实施需要注意的因素　第三节 心
理辅导综合模式　　一、综合模式的核心观点　　二、综合模式的构成　　三、综合模式的主要教育
内容　　四、综合模式的组织实施　第四节 顾问教师计划　　一、顾问教师计划的提出　　二、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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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计划的组织实施　　三、TAP辅导课程的内容　　四、学校各类人员在TAP中的职责　第五节 国
外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模式　　一、英国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模式　　二、法国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模式　
　三、美国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模式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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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心理辅导的工作取向将由矫治性转向发展性心理辅导的矫治性，是针对一些有情绪障碍、行为偏
差以及学习和适应有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适应环境，消除各种异常心理和行为的产生；心理辅导的
发展性则体现在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全发展，其中包括促进学生健全人格与心理适应能力的发展，使他
们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校辅导者协会（ASCA）在所制定的“小学辅导者的工作”中就强调提出，“和教育哲学相一
致，小学辅导者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儿童的潜能，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展”。
发展性心理辅导的工作取向，要求心理辅导的对象、内容、目标等均做相应调整。
比如辅导对象由过去单纯面向心理障碍的学生扩及全体学生；辅导内容由心理治疗、职业指导扩展为
生活辅导、学习辅导和职业辅导；而辅导目标也变为多层次：解决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或纠正偏差行
为只是短期目标；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自我观、能对学习和人际关系做出调整，具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适当的生活方式等则是中期目标；心理辅导的终极目标是自我完善，使个人潜
能得到充分发挥。
2．日益重视对心理辅导人员的专业培训美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关于专业辅导人员的培养标准和
作用的全国性文件，现在对心理辅导人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辅导的专业化日趋明显。
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大学、学院开设辅导咨询的专业课程；第二，开始为心理辅导和咨询人员颁发
证书，并对其资格和标准提出明确要求；第三，对心理辅导员的要求出现高水平、高学位的趋势。
3．形成学校、家庭、社区相结合的辅导网络由于以往心理辅导工作一般由专业辅导者、辅导教师和
社会工作者分工负责，而辅导人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悬殊，造成心理辅导事实上只能为少数有心理障
碍的学生提供服务。
为了满足对更多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需要，国外学校大都在采取相应措施，充实辅导力量，扩大辅导
范畴。
具体做法有很多，比如，除了发挥专业辅导者、辅导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这些一线工作人员的作用，还
利用一般教师的力量，使他们参与一般性的辅导工作，形成“辅导学生、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再比如，有的学校雇用专业辅助人员做辅助性工作，专业辅导人员包括社区的大学生、学生家长或退
休人员等，任务是给专业辅导者做秘书工作和与社区做联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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