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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国出台了《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明确指

出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根

据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建立或完善相应的课程体系 [1]。

2 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是在教学中教师积极创设各种与教学内容有

关的场景，引导学生针对教育情境进行身心体验，并在体验

中学会面对和转变消极的情感和错误认识，体验到正向情感，

从而产生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在获得幸福感的过程中

学习，达到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目的 [2]。

维果斯基认为，学习是在社会互动中进行的。大脑内侧

面的边缘系统与情绪性学习有关，伴有情绪体验或情绪反应

成分的学习模式不仅建立快，而且形成以后易于巩固 [3]。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融入体验式教学对于课程学习来说是

非常有效的。本门课程内容包括健康自我的构建、情绪管理、

人际交往、恋爱心理等，讲解这些内容的同时融入学生的自

我体验，创设现实情境或案例让学生深刻体验内心感受，学

习效果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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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学基本情况 
3.1 课程定位

本课程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是面向该院全体新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根本

目的是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素质，预防及调节不良情绪，

提高学生认识自我、调控自我、发展自我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促进学生成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3.2 学情分析

本门课程教学对象是高职院校大一新生，农村家庭居多，

他们刚刚脱离了高中紧张的学习氛围和环境，来到一个全新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不少人在心理上既存在需求又存在困

惑和问题。他们的学制为 3 年，将较早地踏入社会。

本研究以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使用自编调查问

卷《“生本化”课堂模式调查问卷》，样本数为 1597 人。其

中，男生 939 人，女生 658 人；包括四个系部 50 个班级的学

生；经数据分析得出在大学前上过心理课的学生有 1149 人，

占 71.9%，从课堂模式调查中发现，58.2% 学生偏向喜欢趣

味型的老师，62.6% 的学生学会讲练结合的课堂形式，91.9%

的学生认为互动在课堂中的重要，77.6% 的学生喜欢在课堂

中和同学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而不是坐在座位上等老师给出

问题的答案，75.8% 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应该是

指导者和引导者，而不是管理者和控制者，46.1% 的学生认

为师生互动的时候自己掌握的知识更牢固，50.5 的学生认为

一节课中教师讲解的时间和师生互动的时间应该是 1 ∶ 1。

如表 1 所示，在对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定位上，75.8%

的学生选择了指导者和引导者，17.7% 的学生选择了促进者

和合作者，6.4% 的学生选择了管理者和控制者；在调查影

响大学生课堂参与度最主要的因素中，74.8% 的学生选择了

教学方法和学生个人因素，68.9% 的学生选择了课堂环境，

53% 的学生选择了老师个人因素；在教学方法的喜好上，

81.5% 的学生选择了小组讨论，61.3% 的学生选择了案例分析，

55.6% 的学生选择了课堂作业；52% 的学生选择了学生上台

互动；在对吸引自己更投入到课堂学习的因素中，87.5% 的

学生选择了幽默轻松的课堂氛围，84.2% 的学生选择了老师

平易近人的态度，69.8% 的学生选择了学习课外知识；60.6%

的学生选择了设置个人加分环节。

表 1 学生主动参与互动体验测试结果

第九题 A B C D E F

频率 103 1211 283

百分比 6.4 75.8 17.7

第十五题 A B C D E F

频率 1194 847 1194 1100 511 298

百分比 74.8 53.0 74.8 68.9 32.0 18.7

第十六题 A B C D E F

频率 1301 979 830 888 765 314

百分比 81.5 61.3 52.0 55.6 47.9 19.7

第十七题 A B C D E F

频率 968 1344 1398 1115

百分比 60.6 84.2 87.5 69.8

如表 2 所示，学生在课堂上最不愿意体验到的事情，

87.2% 的学生选择了老师一讲到底，不管学生是否听懂，

63.6% 的学生选择了老师讲课单调乏味，57.4% 的学生选择

了回答错误被老师批评；学生觉得上课最开心的事情，75.1%

的学生选择了经过思考，回答出老师的提问，68.1% 的学生

选择了跟小组同学讨论交流，64.9% 的学生选择了被老师表

扬；64.8% 的学生选择了能顺利完成作业。

表 2 是否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测试结果

第二十一题 A B C D E F G

频率 1392 917 585 525 1016 476

百分比 87.2 57.4 36.6 32.9 63.6 29.8

第二十二题 A B C D E F G

频率 1036 1199 1087 899 910 1035 263

百分比 64.9 75.1 68.1 56.3 57.0 64.8 16.5

3.3 教学目标

3.3.1 知识目标

①了解并能够说明人际交往的重要性。

②了解并能够举例说明人际交往对个人发展和成长的 

意义。

③能够对人际交往的技巧进行总结和归类。

3.3.2 能力目标

①掌握基本的人际关系处理技巧。

②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处理人际问题。

3.3.3 素质目标

①提高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及团队协调能力。

②培养学生利用各种信息媒体获取资料的能力。



2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1 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1.7446

4 体验式教学法在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的

运用

4.1 针对学情，合作学习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体验式教学就是强调要让学生能

够在课堂上自我体验，察觉他人。通过成立课堂合作小组，

将学生从大课堂的氛围中把重点转移到小组里，和小组成员

充分互动，不仅可以洞察他人的情绪，学习他人的交往技巧，

还能深层次体验自己在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教师可以进

采取小组讨论课堂案例、组间答题竞赛、组内心理训练等方

式贯彻和落实体验式教学。需注意的是，建立课堂小组后，

部分组长性格内向或不善于表达自己，导致小组学习氛围不

浓厚，凝聚力不强。若出现此情况，建议在课堂上或课后进

行团建活动，增强互动，以便提升课堂效果。

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概述”这章为例，教师在讲授大学

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时，可出示课堂案例给学生判断案例中的

人属于何种心理问题，组织学生分组讨论。由于案例比较复杂，

学生个人无法确定答案，会在学习讨论中增进组员之间的感

情，加深学习记忆，巩固知识点。

4.2 创设情境，深入体验

想要达到课堂体验的效果，情境式体验是必不可少的。

教师要结合实际给出教学情境，学生在特定情境中说出感受、

体验情感、处理矛盾，解决困惑。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情境体

验教学改革可选择下列方式。

4.2.1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指的是学生在情境中通过扮演角色获得内

心体验，从而觉察自己以及他人的过程 [4]。在教改过程中，

笔者发现角色扮演是一种颇受学生欢迎的课堂互动方式，学

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学习知识，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以“大学生的情绪管理与心理健康”这章为例，在讲解

情绪管理中的情绪 ABC 理论时，可以创设一个情绪管理的情

境，让不同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分别扮演诱发性事件 A、

信念系统 B 和情绪结果 C，并在扮演过后分享内心感受，这

种教学方法学生既能系统了解这个理论的概念，还能通过体

验去理解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心理学中的“角色扮演”是一种心理疗法，是由精神病

学者莫雷诺提出并发展的，这种治疗方式被称作心理剧 [5]。

是由来访者通过角色扮演来改变自己已有的行为或者是学习

到的新行为，促进产生相应的认知改变。在教学改革中，心

理剧可以应用在处理一些内心冲突或内心矛盾的场景中。

以“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这章为例，在讲解

人际关系的冲突与矛盾时，主角可将人际交往的冲突场景简

短描述出来，继而罗列出出现在场景中的人物，在班级里寻

找同学扮演这些人物，接下来几位同学共同演绎该场景，通

过演绎，学生能重新体验自己的感受、情绪以及再次演绎后

的内心变化，将负向情绪在心理剧中宣泄出来；同时，主角

以外的其他角色可以现场分享自己的内心感受，让主角得到

不一样的回馈，从而改变认知、化解冲突。

4.2.2 放松训练

放松训练是指身体和精神由紧张状态朝向松弛状态的过

程。在心理课堂中引入放松训练，可以让学生保持身心放松

状态，帮助其缓解压力。

以“大学生的适应与心理健康”这章为例，教师在谈到

压力的时候，可以在教室里播放轻柔的音乐，让学生闭上双眼，

教会学生进行基本的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学生现场体验到

的内心情绪变化，就是最直观的体验式教学。

4.3 结合案例，生生互动

案例教学是经过教师提前编制，供学生在课堂上阅读，

并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或辩论，提炼要点并进行总结的一种教

学方法。案例的运用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是不可或缺

的。通常教师结合生活中的真实例子编制成案例，讲解案例

时容易让学生产生共鸣和独有的心理体验，激发其解决问题

的动力，体验自我和他人的过程中，也帮助学生能够准确判

断和表达自己，在案例分析或案例讨论中提升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以“大学生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这章为例，教师针对“自

卑心理、自负心理、自我中心”三个知识点给学生讲解现实

生活中的案例。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三种心理的联系和区别的

同时，还能通过案例讨论探索解决办法。以“心理健康概述”

这章为例，可出示几种不同的常见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的案

例，对比交叉的方式让学生思考和讨论，这样既能让学生进

一步理解不同心理问题的概念和症状，也能加强他们对心理

问题和心理障碍的识别能力。还能学会在平时的生活中预防

和处理的心理问题。

将案例教学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中，要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2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11 期·2021 年 6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4i11.7446

第一，案例不可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应融入真实例子或

真实场景，让学生能够感同身受，进行体验和察觉。

第二，尽量减少学生自身的创伤性事件呈现在课堂教学

中。有些教师为了追求课堂效果，让学生在课堂上分享给自

己带来的创伤性事件，企图能够在课堂中展现自己的教学能

力，解决学生问题。对于教学经验不足的教师来说，有可能

会出现操作不当的情况。学生确实是产生了新的认知和积极

的体验，但是，当他揭开伤疤时，却不能预料到消极体验带

来的反效果。这样做对学生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建议谨慎使用。

第三，近年来，微课兴起，可视可听的视频比简单的文

字案例给学生带来的感官刺激和体验感更强，教师可借鉴优

秀微课作品或自编短视频，增强学生的课堂心理体验。

5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高职生的心理需求和年龄特点来分

析，还是从心理健康教育课本身的特点来分析，“体验式”

教学法能够有效增强学生内心体验，提高课堂效率，促进高

职生的心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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