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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身体哲学视域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途径新探 

洪显利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  重庆 

【摘要】儿童时期（0-18 岁）是个体身心快速发展与变化的时期，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其

未来生活的质量。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心理健康教育做了多角度的丰富的研究，具身认知也融

入了部分心理教育中，但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微观层面具体的教学策略及其体系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系统的

研究。本文以身体哲学观为指导，提出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新途径——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并与一线大

中小学心理教师联合出版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突显以下特色：（1）遵循育人为本，突出

全面性和基础性；（2）贴合实际，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3）强调运用学生的直接经验，突出具身性、应

用性；（4）以心理体验为主，强调做中学；（5）强调学生自身的感悟，突出主体性；（6）目标明确，步

骤细致，突出科学性、层次性、可操作性。期待本书的方法可以帮助更多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掌握此法，促

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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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hood (0-18 years old) is a period of rapid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individuals, the level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ir future life. 
Throughout the existing stud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scholars have done rich research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embodied cognition has also been integrated into som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However, no in-depth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ystem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Guided by the philosophy of the bod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approach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 the perception-style game teaching strategy, 
and jointly publishes the Design and Guid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with psychology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ighlighting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Follow the education-oriented, 
highlight comprehensiveness and foundation; (2) Fit the reality, with The Times and forward-looking; (3) Emphasize 
the use of students' direct experience, highlighting the embodiment and application; (4) Focus on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nd emphasize learning by doing; (5) Emphasize students' own perception and highlight their subjectivity; 
(6) Clear objectives, detailed steps, highlighting scientific, hierarchical, operational.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methods 
in this book can help mor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eachers master this method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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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Keywords】Physical philosoph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erceptive game teaching 

 
儿童时期（0-18 岁）是个体身心快速发展与变

化的时期，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其未

来生活的质量。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吸烟和饮酒的

问题越来越凸显，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研究者的积极关

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但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模

式亟待创新。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心理

健康教育做了多角度的丰富的研究，具身认知也融

入了部分心理教育中，但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微观层

面具体的教学策略及其体系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系

统的研究。本文以身体哲学观为指导，提出了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新途径——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并

与一线大中小学心理教师联合出版了《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以期更多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掌握此法，促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1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亟需关注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的日趋激

烈，家庭结构的变化、父母不正确的教育方式、繁重

的学业压力、升学的竞争压力及校园欺凌、复杂多变

的网络环境给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刺激

和心理压力，严重影响着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小

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自杀行为屡见不鲜，中小学生的

心理健康也因此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2023 年度

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高中生抑郁检出率

为 40%，初中生的抑郁检出率为 30%，而小学生的

抑郁检出率更是高达 10%，这表明事实上学生身心

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为应对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我

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的挑战，学校

教育必须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 
与心理健康问题同样突出的，还有儿童吸烟和

饮酒的问题。2018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及其影响因素

监测结果显示 10.3%的大中小学生曾尝试过吸烟；

2014 年一项对北京市高中生的调查显示：高中生现

在饮酒率为 41.0%，过量饮酒率为 16.6%。2015 年

在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成都和哈尔滨六城市的

调查显示，中学生初次饮酒年龄≤7 岁的占 18.1%，

初次饮酒年龄在 12~13 岁的占 22.9%。青春期的吸

烟、饮酒行为，也是导致成年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健康危险行为主要原因。从这个层面来看，心理健康

与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2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近年来，党和政府都高度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先后颁布了相关的政策和文件，比如《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中国儿童发

展刚要（2021-2030）》、《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的指导意见》（2016）、《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2019）、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工作的意见》（2021）、《家庭教育促进法》（2022）
等文件，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相关职能部门加

强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2021 年 10 月 26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生命

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进

一步强调“力求做到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教材、进

课堂、进学生头脑，在中小学课程教材中的布局安排

更加系统、科学，内容更具针对性、适宜性、实用性。”

可见，党和政府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

视，顺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从不同角度给予多

方面的关注和指导，为各级各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为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3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研究者的积极关

注 
相关高校和教育研究机构也积极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研究，促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科学化、规范

化。心理健康教育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为主要依

托，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在学校日常教育

和教学工作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心

理素质，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进而其身心和谐发展

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国外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的美国教育

界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统一采取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的“针对性”手段。80 年代后期，开始设

立专门的、面向全体儿童青少年的“预防性”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此后，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
进一步规划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目标、逻辑结构、

目标等内容，旨在为儿童青少年们提供更具适应性、

目标更明确、更具有效性的心理健康预防性课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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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内心理健康教育（黄莺，2009）经历了预备期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期）、开创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 90 年代末）、发展期（1999 年

底至今）。林榕、邹振操（2017）对 1996-2017 年间

发表的有关国内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 432 篇

文献研究发现:研究类型以理论思辨或经验总结为

主，研究热点为心理素质、学生心理问题、学校教育、

教育方法等，研究前沿为积极心理学的引入,以及新

时期背景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探讨等。

具身认知视角下，我国学界在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

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做了一些初步探究，如徐伯露

（徐伯露，2017）通过深度访谈建构出高中心理健康

教育的具身教学模式，并通过实验验证了其教学模

式的有效性；陈蕾（陈蕾，2019）探讨了具身认知教

学模式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李梅喜（李梅喜，

2019）探讨了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欧敏玲（欧敏玲，2020）探讨

了如何将具身学习原则嵌入心理课堂。此外，以“心

理健康教育”为关键词，查询 2000-2020 年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获批的有关项目一共 44 项，其中 2001 年

到 2005 年有 37 项，从 2006 年到 2020 年有 7 项。

他们主要探究：（1）中小学生心理问题量表编制、

调查，比如上海市中学生心理健康标准量表研制、中

小学生心理监护系统的构建与运作、蒙汉日中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跨文化研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差异的家源性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发展的社会生态学研究；（2）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与评价，比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模式构

建与实践研究、贫困地区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综合模

式研究、“家校合一”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

验；（3）心理健康测评与辅导或干预，比如高中生

心理健康测评与团体辅导研究、中小幼发展性心理

辅导的研究、学生心理障碍干预实验及教育对策研

究、离异家庭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和干

预模式的研究、个人建构心理学在我国心理健康教

育中的理论和应用价值的实验研究、中学心理健康

教育协同模式的实验研究；（4）心理健康教师培训

研究，比如心理辅导教师的培训与资格认证研究。只

有一项以“具身认知”为主题的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研

究——“具身认知的心理机制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

应用”（2011，叶浩生）。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

学者们对心理健康教育做了多角度的丰富的研究，

具身认知也融入了部分心理教育中，但针对心理健

康教育微观层面具体的教学策略及其体系尚未有学

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4 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仍需深入研究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比如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受到了政府的重视，相关主管部门将心理

健康教育情况纳入了考核指标体系中；各级领导和

教师大都能够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约有 
70% 的学校相继成立了心理咨询和教育机构，条件

不断得到改善；中小学纷纷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学校

的专职和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逐渐增多；一些学

校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些学校还定期开展

学生心理健康普查的工作，一些学校通过个别化教

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的心理问题得到了一定

的关注。这在我们对川渝地区的调查中也有类似的

体现。我们选择自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观察表

作为调查工具，对川渝地区 22 所中小学校进行了调

查，并通过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多数中小学学校这在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管理

制度较完善和硬件设施较好；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危

机干预体系不够完善（洪显利，刘冬霞，2023）。 
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仍然无法有效的开展，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具体开展的途径和方法，仍然存

在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以川渝地区为例，我们选择

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教师版）作为调查工

具，对 川渝地区 454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并通过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以及我们利用自

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访谈提纲作为访谈工具，对 20 
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访谈，并进行质性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川渝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总体

较好，川渝地区中小学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

况在性别、学校性质、学段、来源地、学校所在地上

存在差异，得出多数中小学教师对学校实施心理健

康教育评价较好；女教师比男教师更了解学校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教龄为“3 年及以下”和“4-
9 年”的比“10 年及以上”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

教育；学历为“硕士及以上”的比“本科”和“专科”

的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城市学校的教师比区

县和乡镇学校的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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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学教师比初中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心理

专业性越高的教师越了解心理健康教育；部分学生

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多数心理健康教

师心理课使用的教材难以确定；部分教师对心理健

康教育不了解；部分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

的使用不当；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

于形式；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欠

缺实用性；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

度不够；乡镇、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于

城市学校（洪显利，刘冬霞，2023）。同时，我们选

择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学生版）作为调查工

具，对川渝地区 6014 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并通

过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川渝

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较好。川渝地区

中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在性别、学校性

质、学段、来源地、学校所在地上存在差异，得出多

数中小学学生对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情况评价较

好；其中男生比女生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公立比私

立学校的学生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

高中生比初中生和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

来自城市比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更了解；城市学校的学生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学生

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状况；部分学生接

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部分中小学校对心

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开展流于形式；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

不彻底且内容欠缺实用性；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辅导

室使用率低；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

力度不够；乡镇、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

于城市学校。（洪显利，刘冬霞，2023）。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难以有效实施，主要

原因如下：（1）没有足够好用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

材。当下常用的是俞国良和张大均等老师带领的团

队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为老师们提供了一定

的教学参考作用，但现实中中小学生的实际需求更

加多样，现有教材无法满足教师需求，无法满足体验

性、操作性强的需求。（2）学校里的心理辅导教师

所受的系统的专业训练不够。虽然部分考取了心理

咨询师证，但却没有经过系统有效的心理咨询实际

操作技术技能的培训，很多心理教师是由其他专业

的老师代课,心理学和教育学相关专业的教师只占

10%（杨晓霞、伊丽娜，2010）。（3）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流动性大、地域差异大。多数学校没有专职的

心理辅导老师，少有的专职心理辅导老师也要忙于

自己日常的基础课的教学任务，并兼任班主任、德育

或其他行政工作，无暇顾及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具

体设计与教学，心理咨询室的功能也不能有效的发

挥。仅有的心理老师身兼多职（学校心理教师多为兼

职教师），工作激情不大,对心理教育的研究不能持

之以恒，无法有效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在发达

的地区,每个中小学基本上都有心理教师,但是相对

落后的地区的中小学，为了应付上头任务请其他科

的老师作为心理学的代课老师。（4）已有的心理健

康教育教学模式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虽

然当前部分中小学校设有心理健康课程，但由于受

身心二元对立论哲学观的影响，传统的心理健康教

育存在着“离身现象”，采用的路径大多是“灌输式”

的外部路径，注重知识传递和心智培养，却忽视身体

的主观能动性和对认知的作用，仅仅当身体当成心

智的“载体”，完全失去了他存在的本真意义。这种

身体和课堂分离的离身性教育往往缺乏活力，学生

在课堂上容易丧失积极性和主动性，失去感知世界

的能力和对自由的真正领悟；不仅隔断了身体与认

知的联系，让心理健康教育失去了温度和情感，教学

效果也不如预期。因此，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亟

待创新。 
5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新途径——感悟式游

戏教学策略 
5.1 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的来源及内涵 
笔者 1998 年到 2001 年师从刘电芝老师开始发

展与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学习心理方面

的研究，对学生的学习策略及心理健康教育尤为关

注，并顺利完成硕士毕业论文《组块构建记忆策略,
提高高一学生英语词汇学习质量的实验研究》。自

2001 年 7 月从事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以来，

持续深入地沿着硕士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思路，研究

教师的教学策略和学生的学习策略。经过近 10 年的

教学、研究及实践，以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为指导，

于 2009 提出了感悟式教学的策略，并在英语教学中

进行了实验探究；2011 年，结合对教育心理学经典

理论的理解，深入思考其如何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中的应用，编写出版了《教育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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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应用》一书；2010 年起，由于教学任务的重大变

动，开始学习游戏疗法、箱庭疗法、艺术治疗、戏剧

治疗、音乐治疗、催眠、心理剧、经典精神分析、荣

格分析心理学、格式塔疗法、叙事疗法、焦点疗法、

正念等，我结合感悟式教学的理念，将这些方法融合

应用到游戏疗法、箱庭疗法、艺术治疗、戏剧治疗、

音乐治疗等专业课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对课程的参

与度非常高，学生反映我的课程是大学里收获最大

的课程，学习后印象深刻，毕业多年都还记得我的课

程内容。将这种感悟式教学策略用到中小学教师的

培训、企业员工的心理调节、消防指战员的心理减

压、中小学生的团体辅导中，发现大家的参与积极性

都非常高，反映体验中的感悟印象深刻。此外，由于

发现多样性的表达性艺术游戏在具身认知与感悟中

的意义重大，所以在感悟式教学策略的基础上，我进

一步提出了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探究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新途径。 
本研究在已有的感悟式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以

身体哲学观为指导，在吸收借鉴脑神经科学、具身认

知、教学论、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治疗的

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具身性

策略——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感悟式游戏教学策

略是以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表达性艺术治疗、游

戏治疗理论为基础，以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为目标，

设计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多样化游戏教学方案，并

在教师创设的自由、安全与受保护的环境中引导儿

童主动积极参与体验，促进儿童身心协同发展的教

学方法。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通过“感悟式”情境

和“游戏化”机制的融入，增加学生学习投入度，使

学习更加沉浸和快乐；在方式和过程上为师生提供

了新的空间场域，拓展了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促进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更加科学、有效，进而为构建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完整机制、扩宽心理健康教育的

形式和方法提供有效参考。在宏观层面系统化建构

理论的同时，在微观层面引入课堂教学实践，丰富和

完善具身认知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理论。

同时，“具身认知观”强调认知的身体性、情境性和

交互性。在身体取向下，以感悟式游戏教学为载体，

开展主体性活动，能更有效地运用学生的身体、词汇

表达、感觉、知觉和运动系统，既能克服传统心理健

康教育重心抑身的弊端，又能探索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和积极心理品质的新路径，从而推动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的良性发展。 
5.2 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的影响研究 
与此同时，我也和我的学生一起设计针对中小

学心理发展的某个侧面的心理品质设计系统深入的

感悟式游戏教学团体方案，随机选取中小学进行教

学实验，将他们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开展感

悟式游戏教学，控制组则进行传统的心理健康教学，

并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生进行积极心理品质变化

的对比研究，发现感悟式游戏教学可以有效地提升

学生相应的心理品质，先后在开放性期刊上发表了

如下论文：感悟式游戏教学提升初一新生学校适应

水平的实验研究（洪显利，穆成林，林浩云，2022）；
感悟式游戏教学提升中学生自我概念的实验研究

（洪显利，张江琴，林浩云，2022）；感悟式游戏教

学提升青少年性教育水平的实验研究（洪显利，谭

琴，2023）；感悟式游戏教学提高小学生感恩水平的

实验研究（洪显利，张暄若，2023）；感悟式游戏教

学提升中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实验研究（洪显利，杨

怡 2023）； 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对初一学生自信心

的干预研究，（洪显利，惠月琴，刘冬霞，2023）；

感悟式游戏教学降低中学生孤独感水平的实验研究

（洪显利，王顺雨，2023）；感悟式游戏教学提升藏

族初一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实验研究（洪显利，古云

曦，2023）。 
鉴于以上相关研究现状和实践基础，笔者深入

挖掘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的

内涵，并在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开展应用研究，现对

前期成果进行一个总结和梳理。我们申请了重庆市

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身体哲学取向的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结

合自创的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并应用到中小学的

心理健康教育中，探究其有效性。 
5.3 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中实施的具体参考方案 
笔者联合一线优秀的中小学心理教师一起编写

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在身体哲学视

域下，以具身认知理论为指导，以感悟式游戏教学策

略为载体，从宏观层面的系统化理论建构和微观层

面的具体的教学策略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途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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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形成针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五大主题的感悟式游戏教学方案，并利用相关方

案开展了教育实验研究，总结实践结果。本书主要包

括两个部分：第一篇是基础理论，包括第一章，主要

阐释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发展、问题与对策，介绍感悟

式游戏教学的理论基础与操作。期待本篇能帮助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理解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问题、困

难与对策，并理解感悟式游戏教学策略的基本原理。

第二篇是心理健康教育之感悟式游戏教学活动设计，

包括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主

要针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五大领域：学业发展、自

我意识、人际关系、情绪管理、生活适应，涵盖 16
个具体主题层层深入、系统的方案设计，每个主题又

包括 8-10 次 90 分钟的完整的游戏活动设计。期待

本篇能为各级各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提供教学

方案的指导，希望教师能根据所在年龄的学生特点

和需要选择相关主题，应用或适当改编相关的活动

设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团体教学，促进学生心理健

康的成长。 
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第二篇心理健康教育之感悟

式游戏教学活动设计。该部分的内容体系和研究成

果与以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也有很大的不同，突

显身体哲学观的指导，主要有以下特色： 
（1）遵循育人为本，突出全面性和基础性。全

书以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为本，针对心理发展的五大

领域，即学业发展、自我意识、人际关系、情绪管理、

生活适应，全面、深入、系统地设计有针对性的团体

游戏方案。 
其内容兼顾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三个层次：

一是学生心理健康维护：这是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

生基本素质的教育内容。我们的感悟式游戏活动方

案包括: 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

力等智能训练，入学适应、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考

试焦虑等学习心理指导，情绪识别、觉察、表达与调

节，亲子、师生、同伴、异性交往等人际关系指导， 
自我意识与健全人格的培养，生命教育、网络健康、

休闲、挫折应对、消费管理和生涯规划等方面的生活

适应指导。二是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矫正：我们在团体

感悟式游戏教学方案中引导学生表达常见的心理问

题，并得到指导，具体包括常见的考试焦虑、学习困

难、注意力不集中、学校恐怖症、厌学等学习适应问

题， 抑郁、恐惧、焦虑、紧张、忧虑情绪问题，人

际交往中的亲子冲突、同辈嫉妒、早恋等人际问题，

以及不良行为习惯、休闲、消费、网络使用等问题。

三是学生心理潜能和创造力开发。我们的团体感悟

式游戏教学方案通过多样化艺术性表达形式，展现

学生的内心世界，促进学生创造性潜力的开发，促进

团体的合作与互动，促进学生自我激励能力的提升

等，以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与能动性。 
（2）贴合实际，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本书是

高校教师与一线教师并肩合作的结果。笔者作为高

校心理学专业教师将自己探索出来的感悟式游戏教

学策略教给中小学一线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中学、小

学的一线心理教师根据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实际精心

设计各个主题的感悟式游戏教学活动方案，理论与

实践结合，齐心协力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

展服务。所以，本篇的感悟式游戏活动设计联系当前

社会与学生实际，吸收当代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将当前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及表现融入了活动设计

中，使学生在多样化的游戏体验中、角色扮演中去展

现和投射自己的内心世界及未来可能面对的问题，

并从中学习应对方法，具有开放意识和时代精神。活

动内容体现“三个面向”的精神,以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人与自身发展关系等综合性的知识为内容，培

养学生学会关心、学会自我教育、学会关心解决全球

性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3）强调运用学生的直接经验，突出具身性、

应用性。本书的具身认知教学策略是在大量实践的

基础上，融入身体哲学的理念而形成的感悟式游戏

教学策略，综合了游戏治疗、音乐治疗、艺术治疗、

舞动治疗、戏剧治疗等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多样化的

方法，结合中小学生心理实际而设计了系列主题的

感悟式游戏教学方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身心投入

度、具身体验，探索新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和策

略，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授课方式提供了新视野。该方

案运用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可切实地提

升中小学生的心理品质，提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水平。该篇的感悟式游戏活动设计将心理学知识通

过多样化的游戏形式处理成浅显、实际、生活化的心

理现实，内化为学生的直接经验，使学生根据生活现

实和实际水平去选择和掌握有关的心理学知识，运

用心理学方法与技巧，以维护心理健康。同时，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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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感悟式游戏教学的开展都依赖和借助学生的直接

经验与主观体验，即通过自身生活经验与课程内容

之间的相似性来认同和接受它，让学生通过活动实

践、训练等亲自体验才能获得。通过丰富多样的艺术

游戏活动设计与体验，联系学生的心理实际、学习、

生活和社会实际,使学生不仅能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而且能解决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职业发展问题。 
（4）以心理体验为主，强调做中学。心理体验

是一个操作性过程，每一个游戏环节就是一个“操作

点”。每一次的感悟式游戏教学活动方案都是由一系

列层层深入、循序渐进的游戏活动组成，每一个环节

的开展都离不开学生的亲身体验，其主要特点在于

“做”。学生在通过亲身体验各种游戏活动中感受生

活的现实，获得直接经验，如通过画我眼中的你、生

命树等绘画活动强化个体的自我觉察与调节能力，

通过照镜子体验共情接纳，痛肌肉放松训练环节焦

虑、调节情绪，通过盲人与守护天使促进同伴信任感

的形成，通过小组合作创编故事、角色扮演提高沟通

与协作能力，通过设计作息表学习时间管理，通过角

色扮演体验未来职业等提升生活适应能力等等。这

些训练都是运用多样化的心理知识和技能的实践过

程，并通过训练矫正其不良心理状态和行为，由此增

强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 
（5）强调学生自身的感悟，突出主体性。该篇

的每一个活动设计通过学生主体的活动，观察同伴,
观察自己，独立思考，判断是非，在主动参与学习的

全过程中得到提高，教师只是个帮助者。同时每一次

活动都设计了有针对性的主题游戏，每一个游戏都

设有学生的体验与感悟分享环节，便于学生及时觉

察和内省，将内在经验及感悟命名、固化，以更好地

在日常生活中迁移运用。同时，在备注栏中引导使用

感悟式游戏教学的教师，主动捕捉学生经常遇到的

心理问题并实时进行点拨,促其自悟，进而促使他们

去改变自身的行为，使在心理相容状态下的学生主

动地实现心理体验，自我教育。 
（6）目标明确，步骤细致，突出科学性、层次

性、可操作性。该篇的每一个主题都围绕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设计总目标、子目标以

及每一个游戏环节的目标，层次分明、循循渐进、层

层深入。每一个主题活动都设计了 8-10 次活动，分

为初始、中间、结束三个阶段，每一次活动都有特定

的目标，并设计了层层深入的暖身、发展和结束活

动，每一个环节的游戏都详细地描述了操作步骤及

对应的目标。其目的就是为一线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提供切实的指导，让教师开展教学前明确每一个活

动的目标，带着目标开展每一个环节的教学，确保学

生能真正有收获和成长。因此，该书的感悟式游戏教

学活动方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 
本研究前期实验研究表明，感悟式游戏教学策

略对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效果。《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一书也已出版，建议未来研

究进一步探讨该策略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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