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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的原点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中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健康的身心，而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学校。
学校教育现在面临着各种复杂的课题，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
其中最大的危机在于学生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学校教育为社会、为公众提供怎
样的存在价值，培养什么样的"人"。
近年来，学校心理学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重视，它不仅仅是一门关于学校教育与心理健
康关系的学问，而且是教育观念、社会进步和人性价值的展现。
搞教育，创建和管理一所学校，忽视了人的"心理"内涵，犹如在沙地上建楼阁，其基础是岌岌可危的
。
由于学校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社会发展的文化多元化和生活环境的复杂化，学校的压力正在增加
。
以学校教育活动为背景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归属于学校心理学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进行新的
展望和探索：第一，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和咨询的对象，必须从"仅仅是针对学生"的误区
中走出来。
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整体心理素质的提高，是保证儿童、青少年拥有良好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学生、教师和家长，三者缺一不可。
第二，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不是仅仅给学生灌输各种学科知识，而应该把学生的学习问题
、适应问题和身心发展问题作为教育和心理辅导共同关注的领域。
所以，学校心理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法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心理辅导"上，需要综合教育学、行为
科学、学习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学科的真知灼见，汲取神经认知科学、社会学、生命
科学和教育管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门研究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新兴教育科学。
第三，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和学校心理学研究人员要走专业化、资格化、规范化的道路，所
以对他们的教育培训也应成为学校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书初版于2000年，是受教育部"全国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及"学校心理学研究"项目资助而完成的研究成
果。
该基金是国家教育部为了培养我国高等院校新一代学科带头人而设立的。
当时这本书一经面世，立即获得各方的欢迎。
全国有不少高校选用本书作为学校心理学专业教材。
还有部分省市的"心理健康教育"学历教育自学考试、高等院校应用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国
家心理咨询师及教师职业培训等也选用该教材。
几年之中，学校教育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念和问题，所有这些变化，提示我们应该对本书进
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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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心理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培训、自学考试的参考书。
    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关注青春期教育、网络成瘾、生涯规划、家校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视教
师自身及家长的心理健康，且对港澳台地区学校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
视角出发论述了学校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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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教师不健康的心理或沉重的压力感造成了学生的压
力；（2）学生所受的心理压力将影响到他们的情绪、行为；（3）教师心理压力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
，例如片面追求升学率等。
由此可见，解决学生的学校压力症问题与关怀和保护教师的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
教师对自我形象的休整、养成健全的人格和适应的情绪，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得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
3.学校压力症的处理学校心理辅导教师在处理学校压力症方面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事项：第一，对
儿童、青少年的学校压力症要早发现、早诊断，从而使教育辅导和心理咨询工作取得较大的效果。
在心理诊断时要注意分析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异常、身心症状，不要全部简单归结于“学校压力”的
问题。
特定的身心症状和不适应问题行为，是压力的原因，还是大脑神经系统、内分泌的障碍，或者忧郁症
、青春期发育问题等原因引起的，需要上级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或专业医院的鉴别诊断。
此外，即使诊断为“学校压力症”，根据症状的变化过程不同，如果单靠心理辅导或咨询效果不显著
，也有必要考虑医疗机构进行药物和医学的协同治疗。
第二，当学生身心不适应，出现压力症状（例如头痛、呕吐、腹痛、不明原因的低热、食欲不振、呼
吸急促等），应让他们到学校卫生室“避难”或回家休息，教师不要在精神上过分激励，促使学生奋
发努力，即别把学生“逼得太紧”。
学校压力是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在心理、身体程度上恶化、呈现危机的信号，比激励、辅导更重
要的是保证让学生有充分的休息。
此时，学校方面对有关教师、学生的家长也不要责备、非难。
因为过多地责备，会导致教师和家长的自尊心损伤及心理压力的增加。
例如学校对教师批评，教师对家长责备，家长再对子女进行“逼迫”，这种不良循环容易使学生压力
症恶化。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和不适应问题，学校、教师和家庭要形成一个关心、援助的共同体，以
善意的姿态和科学的教育态度进行心理辅导。
教师和家长的态度及情绪的稳定是学生早日恢复适应的重要条件。
第三，近年来，随着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压力症采用种种心理治疗
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学校心理学领域中，比较常用的心理疗法有儿童游戏疗法，行为疗法中的自律训练法、系统脱敏疗
法、渐进松弛疗法、自我调控法，精神分析法中的催眠疗法，艺术疗法中的音乐、绘画疗法以及印象
认知治疗的心理咨询技术等。
这些心理疗法，着重让学生内在的自我治愈力得以发挥，减少不安、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在身心上放
松，调控自律神经，其中最重要的是压力的消解和情绪的释放。
这些心理治疗法需要专业的技术训练，学校心理辅导教师要积极依靠临床心理学专家，接受心理咨询
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协助。
总而言之，学校压力症是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常见的不适应问题的表现。
轻度的问题和症状，可以运用心理咨询的方法，调整学习环境和人际关系，积极地给予心理援助。
碰到症状程度较重，有长期化的趋势，并伴随各种问题行为的情况时，则要积极获取专业心理咨询机
构专家的指导和协助。
学校心理辅导教师要和学校中的班主任、卫生室教师、学生家长保持紧密联系，对儿童、青少年的心
理、身体的危机进行深入理解，把健全和充实心理咨询和支援的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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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校心理学教育与辅导的心理(第2版)》：国家教育部“学校心理学研究”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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