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公报 
课题名称：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 
课题批准号：BFA13120    
课题类别：校本专项 
学科分类：心理健康教育 
课题负责人：樊海龙、中学一级教师、百善学校 
主要成员：张起生、张立亭、杨秀明、张振梅、赵立伶、李向平、

王红、宋明杨、庞春雨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以积极心理学为指导，从专业角度编辑校本教材，建立适合农

村初中学生特点的校本课程。 
2.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校本课程的实施途径和方式、方法。 
3. 课程建设中进一步搜集整理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

通过研究解决学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在。  
（二）研究方法 
1.调查法。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了解农村中学生的心理现状和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中的问题，据此编写出针对性较强、内容丰富、先后排列有序的
农村初中心理健康学科课程的校本教材；组织调查后测，检验成效。 

2.文献研究法 
认真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成果资料，把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的研究发展动态和趋势，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需要，借鉴和运用已有的
研究成果和方法，选准研究的切入点，设计研究方案，指导后续研究，
及时梳理，提升研究成果。 

3.行动研究法。 
通过组织教师培训，在课题的引导下，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探讨、

研究、实践、总结工作，在合作中研究，在研究中提高认识，以理性
的认识指导实践，不断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逐步形成研究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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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分析法。 
探索学生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的成因，矫治的途径、方法和效果

等，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积累，寻找预防的措施和矫治的经验。 
5.比较研究法。 
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校本教材与思想

品德教材之间的相似性、相异程度，进行对比，寻找其异同，探求普
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 

二、结论与对策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的若干意见》（1999 年 9 月）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2012 年修订）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
坚持育人为本，根据中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运用心理
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学生能正
确认识自我，增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他们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一）校本课程基本框架 

学生的学习、活动、生活主要环境是校园和课堂，他们交往的对
象主要是同学、老师、家长，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习、交往、
以及生活上，所以，校本课程内容以学习目标设定、探索自我、人际
关系、学习方法、时间管理、职业生涯规划等部分，由帮助学生确立
生活目标和学习目标开始，以不断完善目标结束，以达到帮助学生确
立理想，掌握实现理想的方法的目的。把心理训练的内容放在活动中，
通过在活动中感悟、体验、反思，共同探讨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探索
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在学习、生活中加以运用，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 

积极心理学运动发起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赛里格曼教授
将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概括成 6 类 24 项品格力量(如下表)。积极心
理学倡导人类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心理现象，做出新的解读，
并以此来激发每个人自身所固有的某些实际的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
积极力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彼岸。如何
培养学生发现幸福，体验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使其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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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24 项积极心理品质 

智慧和知识 
1．创造力 2．好奇心 3．开放的思想 

4．热爱学习 5．有视野（洞察力） 

勇  气 6．真诚 7．勇敢 8．坚持 9．热情； 

仁  慈 10．友善 11．爱 12．社会智能（社交智力）； 

正  义 13．公平 14．领导力 15．团队精神； 

自  制 16．宽容 17．谦虚 18．谨慎 19．自律（审慎）； 

超越自我 
20．审美（欣赏美和完美）21．感恩 

22．希望 23．幽默 24．信仰。 

积极心理学最大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一切从“积极”出发。即用积
极的视角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方面，用积极的途径培养积极的品
质，用积极的思想浇灌积极的心灵，用积极的过程提供积极的体验，
用积极的反馈强化积极的效果，用积极的态度塑造积极的人生。据此
我们确立以培养“学生 24 项积极心理品质”为主线。从积极的视角，
以积极的价值取向，用积极的内容和方式塑造洋溢着积极精神、充满
希望和散发着春天活力的健康心灵。 

我们在设计每一课时，首先确定它所能体现的积极心理品质，并
细化具体行为表现(附件一)。如第一册第一单元《适应成长》涵盖四
课内容：《第 1 课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第 2 课追求成功》、《第 3 课
设定学习目标》、《第 4 课我为课堂添光彩》。我们将课程目标分别确
定为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开放的思想、信仰、公平。以第四课《我为
课堂添光彩》为例，我们希望通过共同探讨课堂中的行为表现培养学
生公平的品质，养成对人一视同仁，对事公正合理，不会使自己的偏
见影响任何决定的品质。我们没有仅仅关注于学生课堂发言，因为进
入青春期后“开放与封闭”的矛盾心理影响着学生，简单问题学生不屑
于回答，难题不会回答，拿不准的问题更是担心说错了丢面子。因此，
在心理活动课上我们从小凡和老师的共同困惑——举手发言，来展开
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课堂生活？课堂是谁的？课堂发言的好处和
坏处？老师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同时学生也在培养优秀的教师，如何
理解“课堂嘲笑”，通过讨论学生理解了课堂回答提问的目的与意
义…… 

（二）校本课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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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体例 
我们在心理健康教育校本教材的每一课都以四个板块呈现： 
①“心情故事”，旨在提出问题。 
教材中创设了与学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经验性问题、发展性问

题、行为修正（养成）问题等，具有真实性、挑战性和趣味性，力求
能牵动学生的心，引起学生的心理激荡，引发其思考。 

②“触动心弦”，旨在自我反思。 
启发学生从问题情境出发，通过探索、思考、参与活动、交流沟

通，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在经验分享中，自我体验、认识和
反思，实现客观知识和个人经验的建构。 

③“心灵花园”，旨在澄清认知。 
以通俗、生动、精炼的语言介绍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或原理，帮助

学生澄清认知，或扩展视野；同时，设置问题情景，唤醒学生已有的
缄默知识，使之显性化，形成新的认识。 

④“心动行动”，旨在行为改变。 
教材设计了体验性游戏、活动等，让学生在积极互动的活动中，

实现个体经验的交融、拓展与升华，修正错误的认知行为，获得正确
的认知和行为。教材尤其注重学生“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2.心理健康教育校本教材特点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不是单纯传授心理健康知识，而是充分运用心

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心理教师
有目的、有计划，主动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教育和训练，培养
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其身心健康水平，促进其全面和谐发展。
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精神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的要求，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校本教材在编写
的过程中突出以下特点： 

①体现学生生活逻辑 
教材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为轴心，按照生活的逻辑，而非学科知识

逻辑来设计和编写。内容贴近学生的学习，贴近学生的生活。教材以
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以学生当下的生活情景为课程内容的主
要源泉，组织相互联系的系列主题。同时，教材具有适度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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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体现问题解决逻辑 
教材每一课内容的呈现，基本遵循“引入问题——自我反思——

认知澄清——行为改变”序列。这也是教材体例安排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引入问题”部分，呈现学生心理发展过程中重要或普遍的问题

情境；之后，引导学生多感官参与、体会和思考，对问题产生初步认
识；在此基础上，提供本主题的心理学理论支撑，以澄清认知；最后，
回应教材最初提出的问题，设计可操作的活动，或者提供可操作的方
法，引导学生的认知、行为改变。整个内容呈现的过程就是一个问题
解决的过程。 

③遵循心理发展逻辑 
纵览整套教材，涵盖了“学习心理”、“人际交往”、“自我认识”、“社会适

应”等方面的内容，遵循心理发展“知、情、意、行”的基线，按照不同
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由浅入深，相应安排。同时，在辅导
和教育的形式上，主要以游戏和活动为主，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期
望营造乐学、合群的良好氛围，追求教育实效。 

④重视学生实践体验 
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感受和体验，形成关于生

活的积极情感和态度，获得有益的生活和学习经验，促进人格健康发
展，它不是则重于知识体系的教育。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也指出：“要注意防止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化的倾向。”从建构的
角度讲，知识的获得不能只靠讲解，必须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在活动
中不断加深理解和体验，才能达到内化的目的。因此本课程特别强调
学生活动的主体性，强调“活动性”、“实践性”或“生成性”的教学方式，反
对“单向灌输”和“强制性规范”。 

⑤发展学生自助能力 
处于发展中的学生具有利用自身的经验进行自我教育、相互教育

的能力。因此，教材始终注意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调动学生自身的、
正向的心理资源。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学生的认识和体验不断
深化，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新的经验在活动中不断生成，学生所
获便会超越教材所提供的知识。 

⑥重视教材的趣味性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公报



教材内容呈现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用了许多精彩的案
例、故事、寓言，图文并茂，适合学生特点和阅读习惯，增强了趣味
性和可读性。同时，教材努力创设一种与学生对话的文本形式，与学
生共同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或苦恼，行文亲切，体现人文关怀。 

三、成果与影响 
我校根据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发展需求，以及社会各界对学校

发展的要求，构建起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经
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成为我校的一项特色发展工作，特别是近
几年，学校的发展加快，全校上下进一步关注师生心理健康问题，将
培养“勤奋、友善、健康、向上”健康心理，作为培养“人”文明素质的
重要内容，积极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促进学校快速发展。 

我校将心理健康教育校本课程建设贯穿在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并
逐步形成“123”即“一为主、两策应、三块阵地”的心育管理模式。“一为
主、两策应”指以专业心理咨询师或受过专业心理教育并有工作经验
的心理教师为主，以各学科教师和各种服务管理人员（包括校行政、
校职员、工勤人员等）为辅，共同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形成学校心
育的良好氛围和立体工作网络。“三块阵地”指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课、心理健康宣传媒体，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 

创建“六点两面”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六点”是“教师——学生——
家长”；“学校--家庭--社区”。努力探索三点成一线的心育辐射网络，开展
多元化的心理教育实践。“两面”是指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结合。一方
面学校在校园环境的细处上下大力气，力求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绿
化、美化。引导师生文明礼仪，力求在校风、班风、教风、学风建设
上下大力气，通过良好的“四风”建设维系学校稳定的心理特色环境因
素；另一方面，通过学科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班级管理工作
等途径帮助学生探索并解决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以校本课程开发为科研平台，彰显我校的办学特色。自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研究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果，突出表现在“三变”。 

1．学生在变 
（1）增强自我激励意识，培养了成功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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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让每个学生正确地看待自己，认识到
自己并不笨，具有可开发的巨大潜能；在情感态度上，学生的学习兴
趣浓厚了，自主探究的意识强了，在知识技能上，学生的知识面拓宽
了，视野开阔了，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学习方式上，学生
能主动搜集信息，学习知识的积极性更高了，主动性更强了，综合素
质有了明显提高。 

（2）增强自我规范意识，培养了意志毅力和自控能力。 
学生在心理发展过程中，有了明确的规范意识，懂得为了实现自

己的学习和人生目标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怎样去做，就会自
觉地培养意志力、自控力。 

（3）增强自我调节意识，培养了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学生成长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要不断调节、平衡自己的

心理状况，保持健康的心态，并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交往能
力。心理优化促进了学生主动发展，不少学生由厌学变为好学，学习
自觉性提高了；由娇懒变为勤奋，生活自理能力增强了；由孤僻变为
乐群，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了。 

调查显示，86.8％的同学与小组成员合作的很愉快，而且经过活
动的开展，部分学生感到班级同学之间更加团结友爱。有 36.5％的
同学认为自己在活动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与自己不熟悉的人打
交道”，这也是他们交往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 

2．教师在变。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能使学生获益，另一方面教师也获益匪

浅。课题研究促进了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工作中教师们能够积极
克服困难，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心态良好，能正确接受并接纳
自己。承认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允许自己不如别人，了解自己的长处
和短处。教师能自我调控情绪，会自我排解压力，敢于挑战自我，面
对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有良好的品质，敢于突破障碍，当
机立断，处事沉着冷静。教师之间和谐相处，相互尊重。 

在教育观念上，“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的理念已逐步形成，并落实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方法上，教师更注重了关注学生的个性、
情感、态度的培养；在自身素质上，教师通过校本教材的实验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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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教材，知识水平、教学技能、教育内涵等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 

2013 年 12 月《初中学生学习心理的比较研究》获得 2013 年北
京市学术论文一等奖。 

在 2014 年昌平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评优活动中获得
一等奖。 

2014 年 3 月主编的心理健康教育校本教材《心灵成长》获得 2012
——2013 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涯发展课程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4 年 7 月心理教师张起生随昌平讲师团赴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讲学，为克什克腾旗中学教师进行《教师情绪管理》培训。 

2014 年 9 月赴石家庄参加全国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活动。 
2014 年 11 月《初中学生学习心理的比较研究》获得北京市第三

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观摩交流周”优秀心理健康教育成果一等奖。 
2014 年 11 月《打开智慧之窗——提高注意力》获得北京市第三

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观摩交流周”优秀课例类一等奖。 
2015 年 4 月在昌平区心理学科教研活动中承担初一年级区级研

究课。 
2015 年 4 月《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与《初

中三年级学生考试焦虑的调查研究》均获得昌平区第二十届教育科研
成果一等奖。并在在昌平区第二十届教育科研成果推介——德育心理
专场活动中做专题交流 

3．学校在变。 
在课程改革中，校本课程的实施，极大地丰富了学校的课程内容，

并对体育、科技、劳技、语文等学科的学习起到了帮助和提高的作用。
近年来，我校被评为北京市健康促进学校、北京市节约型学校，北京
市广播操优秀学校，获得北京市奥运会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突出贡献单
位、首都军民共建工作先进单位等数十项荣誉称号；我校多次承担市
区级教育教学交流活动；师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数千人次获奖，其中
健身操代表队获得全国冠军。办学水平迅速提升,心理健康教育、体
育、科技特色初步形成，得到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我校参加《基于学校-家庭一体化的纵向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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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应用示范研究》项目研究。该项目是“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疏导与心理咨询技术和示范》的子课题，
由国家科技部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和监管，国家教育部为项目组织单
位，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中坚科研团
队承担课题研究任务。选取了北京市 12 所中小学作为样本，共考察
了近 5000 名中小学生。就百善学校中学部而言，调查在初一初二两
个年级中开展，共有 170 余名学生参与了学生问卷调查。 

为了全面考察中学生的学业行为表现，选取了 5 个二级指标，依
次为学习投入、学习毅力、学习策略、学业中的心理需求满足和成就
目标定向，每个二级指标下分别设有三级级指标（见表 1-1-1-1）。 

表 1-1-1-1   百善学校中学部学生学业行为指标及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结果 

学习投入   高 

  认知 无差 

  情感 高 

  行为 高 

学习毅力   无差 

  兴趣持久性 无差 

  努力持久性 无差 

学习策略   高 

  认知策略 高 

  自我调控 高 

学业中的心理需求满足   无差 

  自主 无差 

 

 

 

 

 

 

 

学业行为 

  胜任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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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高 

成就目标定向   / 

  掌握目标 高 

  表现趋近 无差 

  表现回避 高 

调查发现，昌平百善学校中学部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本
次调查的八所中学的平均水平。其中，学生在行为与情感两个层面的
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八校平均水平；而认知维度与八所学校相比差异并
不显著。就学习毅力而言，学生在学习毅力的总体水平，及努力持续
性和兴趣持久性两个分维度水平上，与八校平均水平没有差异。 

另外，男生和女生在学习投入水平及其三个维度：认知、情感和
行为维度上的差异显著，不同性别学生在学习毅力水平之间的差异不
显著。从使用学习策略的情况来看，学生使用认知策略和自我调控的
水平均显著高于八校平均水平。在学习中的心理需要满足水平上，学
生在胜任和关系两大方面的心理需要满足水平显著高于本次调查的
八所学校的平均水平，对自己在学业上能达到某种水平较有信心，同
时，也更多地体验到周围环境和他人的支持。在成就目标定向这一指
标上，学生掌握目标的水平显著高于八校平均水平，表现回避的水平
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而表现趋近的水平与平均水平无差别。可以看出，
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更多地抱有掌握目标，即以掌握知识提升能力为学
习目标。 

表 1-1-3-1 北京昌平百善学校中学部与八校学生学习策略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表 1-1-3-1 结果表明，昌平百善学校中学部初一初二学生学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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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总量表得分及两个维度得分都显著高于本次调查的八所学校的平
均水平。 

从人格、情绪与态度、道德与价值观、社会行为、压力与应对方
式五个方面，共选取了 17 个二级指标和 38 个二级指标，全面考察
了学生情绪人格与社会性的发展状况。具体的指标和调查结果将按上
述五个方面依此呈现。 

表 1-2-1-1  百善学校中学部学生人格发展指标及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结果 

 大五人格   / 

  开放性 无差 

  外向性 无差 

  宜人性 无差 

  谨慎性 无差 

  情绪性 低 

动态人格（动机）   / 

  控制 高 

  亲和 低 

  追求成功 低 

消极人格   / 

  马基雅维利 高 

  自恋 高 

 

 

 

 

人格 

情绪与社会性 

  精神病态 无差 

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这是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每个学生都是
独一无二的，拥有自己的思考方式、性格特征和行为处事风格，这些
相互联系并自成系统的心理特征，综合起来就是心理学界定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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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地展示中学生人格发展的特点，我们采用了三个指标进行考
察，分别是大五人格、动态人格和消极人格（见表 1-2-1-1）。大五人
格是最经典的测量人格的指标，它从五个方面来考察人格：外向性、
宜人性、谨慎性、情绪性和开放性。动态人格侧重于考察个体在人际
交往和目标追求中的行为特征，具有动机成分，从三个层面进行考察：
控制、亲和与追求成功。调查发现，就大五人格而言，昌平百善学校
中学部学生在开放性、外向性、宜人性和谨慎性这四个方面的水平与
八校平均水平相当，而在情绪性上低于平均水平。就动态人格而言，
百善学校中学部的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较多地表现出主动操纵的行为，
同时，也较少地表现出与追求目标相关的行为。就消极人格而言，百
善学校中学部学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水平和自恋水平显著高于八校
平均水平，精神病性水平与平均水平没有差异。 

表 2-2-5-1 北京昌平百善学校中学部与八校学生学校态度的差异比较（平均数±标准差） 

学校 样本量 学校喜欢 学校回避 

八所学校 3081 3.36±0.95 2.52±0.89 

百善学校中学部 171 3.57±0.98 2.43±0.87 

t  2.83** -1.32 

表 2-5-5-1 结果表明，在学校喜欢维度上，百善学校中学部初一、
初二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与本次调查八所学校学生的均值，在学校回避
维度上与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该校学生学校态度处于较
积极水平。 

四、改进与完善 
（一）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的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课

题组成员均为兼职教师，造成业务培训的时间、力度还不够，师资队
伍专业化水平不高。 

2．心理咨询工作欠缺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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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工作日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日益受到师生的欢迎。心
理咨询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将直接影响学校心理咨询工作向纵深方
面发展。 

3．实验的研究管理工作还应更加规范、科学，尤其是过程性试
验材料的管理。 

（二）今后的设想 
1．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

专业水平。 
2．加大课题实验的工作力度，我校将从时间、经费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加强实验工作的广度、深度。 
3．加强对教师的心理辅导。在教师中普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基本

常识，让全体教师掌握必要的心理知识和自我调控能力。 
4．建立更为完善的教育网络。 
一方面，加强研究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让广大

家长积极支持、配合学校的教育。另一方面，进一步争取社会各界的
支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有效开展。 

五、成果细目 

序号 作者 成果形式 成  果  名  称 字数 完成年月 

出版单位或

发表刊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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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樊海龙 研究报告 心理健康教育校本课程的开发

结题报告 

3 万 2015.9  

2 樊海龙 

张起生 

校本教材 《追求卓越实现理想》 130 千 2015.9 开明出版社 

3 樊海龙 

张起生 

专著 《关注教师健康成长，开启学生

幸福人生》 

120 千 2015.9 开明出版社 

4 张起生 论文 初中生学习心理的影响因素及

学习动机的提高策略 

5000 2015.6 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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