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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渡老师”是要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品牌,向外界尤其是社会大众传递、树立心理咨询这一

行业里工作者的职业形象。由此可见“向外输出”对于“渡老师”的专业成长就尤为重要。本文主要

探讨了“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向外输出”对于“渡老师”的专业成长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向

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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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社会需要具体的心理服务,

需要一批优秀的心理学工作人员脚踏实

地地运用心理学原理和技术服务百姓,

服务到各类群体,“渡老师”应运而生。

“渡老师”是一个新生事物,“渡老师”

的构想来源于台湾张老师文化的启发。

台湾张老师文化是华人世界里著名的

NGO组织,主要通过电话、信件、晤谈、

心理测试等方式来服务大众,在推动心

理健康教育、培育心理辅导专业人才等

方面都非常有建树,受到普遍好评。“渡

老师”培养计划将借鉴台湾张老师文化

的人才培养以及选拔机制,把每位“渡老

师”都打造成“人格健全、品格高尚、

专业过硬、知行合一”的心理学服务人

才。“渡老师”这个名字中的“渡”则来

源于创始人韦志中老师的网名“一苇渡

心”,而“一苇渡心”最开始又出自于达

摩“一苇渡江”,寓意是帮助人的心理成

长,把“心”渡到彼岸。“渡老师”其实

就是要打造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品牌,向

外界尤其是社会大众传递、树立心理咨

询这一行业里工作者的职业形象。由此

可见“向外输出”对于“渡老师”的专

业成长就尤为重要。 

2019年8月12日-19日在山东济南莱

芜“渡老师”第一次集中面授时,1号“渡

老师”韦志中老师提到：“从现在开始我

不指望别人,我要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

人,做自己心理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做一

名真正的渡老师,做一个向外输出的

人。”在场的“渡老师”可能对这段话的

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大家就把这句话记

在了笔记中。“做一个向外输出的人”,

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如何？对谁输出？输

出的途径有哪些？事后笔者对此进行了

思考。 

首先,对“渡老师”的专业成长而言,

“输入”、“输出”都需要重视。自从文

字和语言诞生后,人类在知识和信息层

面与这个世界发生的联结,自始至终都

只有两种渠道：输入(听+读)和输出(说+

写)。单个人类个体在这两个渠道上的技

能点,直接决定了在相同时间内,相对于

其他同类获得和传递信息的广度和深度

——在以大规模信息共享为基础的现代

社会,这两个“度”直接决定了个体在排

除先天资源的因素下,能取得的社会地

位。换而言之,一个同时具备极强的理

解、阅读能力和娴熟的表达技巧的人,

从事任何领域、任何专业都能迅速完成

原始的知识积累,具备通过不断实践而

成为专家的基础,并通过恰到好处地展

示和沟通,获得领域内其他人的认可,在

现有的价值评价体系内地位一路上升。

在不拼爹的情况下,这两项大指标都极

高的人,很大概率都成为了世俗眼光中

的“人生赢家”。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背

景下的心理学既是机遇,又有挑战。机遇

来了,不能错过。要迎接机遇,抓住机遇,

不能犹犹豫豫,乱忙一气,或者抱怨错失

机遇。当下“渡老师”迎来了机遇和挑

战,没有虚假,没有客套,只有沉下心把

基础打扎实,把自己硬件配置先一一提

高,才能有实力去迎接机遇,这就是要做

好输入的工作。每天的听课、读书学习

都是必需的工作,如果连基本的课程都

没有好好学习,只是表表决心那是绝对

不行的,输入是输出的基础与前提,两者

都要重视。 

其次,对“渡老师”的专业成长而言,

提升“向外输出”的能力尤为重要。在

现实生活中“输入”和“输出”能力不

匹配的例子很常见。比如说会做题但是

不会讲题的学霸、知识渊博却偏偏教书

水平极差的教授、做事勤劳心细但不善

言辞和表现的员工等。也就是说即使“输

出”能力极差的人也可以在自己的领域

内取得杰出的成就。这是因为不同领域

衡量人才、获得成就对“输出”的能力

要求的标准和形式是不一样的。而“渡

老师”是需要脚踏实地地运用心理学原

理和技术服务社会的,是要紧紧围绕社

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提升“向

外输出”的能力就尤为重要,而不能一味

地学习、“输入”,自娱自乐。现在的信

息量多,许多人已被海量的信息淹没,每

天拨弄手机的时间特别长,但真正做的

事特别少,感觉也是忙碌的。但每天都做

了太多紧急而不太重要的事情。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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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紧急的事情做的特别少。专注不够,

效律不高。这是渡老师专业成长中要重

点关注调整的点。 

第三,每一位“渡老师”都可以“向

外输出”,条件是要找到合适的输出对

象。每一位“渡老师”都拥有属于自己

的可用资源,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

有的人在某一方面占有优势,有的人在

另一方面占有优势,大家不必妄自菲薄,

羡慕别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或条件不

成熟而不去行动。目前有很多大学生总

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什么都不会,没有价

值感,但一旦他们来到偏远山区支教时,

他们就很有成就感,那是因为他们找到

了合适的输出对象。中国社会需要大量

的心理学服务人才,只要用心去发现,每

一位“渡老师”都能找到与自己能力相

匹配的输出对象。现在“渡老师”团队

成员正处在从低级向高级阶段迈进的过

程中,大家开始围绕高级需要做事情,关

注着自我实现、关注着理想、价值和意

义。当然低级的需要也在关注,不过这已

不是最主要的,低级需要只是通往高级

需要的一个途径。在此过程中尽量调整

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多一些文化

思维,少一些物质思维,找到合适的输出

对象,向高级需要前进。 

第四,对“渡老师”而言,“向外输

出”的途径不仅仅是“说”和“写”,

还有行动。“说”和“写”是必要的,

如果只是满足于“说”和“写”,那是

不够的,还需要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做

到真正的知行合一。也只要真正行动了,

才有内容可“说”、可“写”,也只有“行

动”精彩了,“说”和“写”才有可能

精彩。如疫情期间,作者结合疫情形势

在心理学网络学堂公众号撰写心理学

科普文章,从1月23日开始陆续写了5篇

与疫情有关的心理援助文章(1.怎样在

过年期间给予父母最好的爱2.在疫情

面前如何提升控制感3.疫情期间,在家

如何陪伴三岁娃4.孩子抑郁休学,家长

怎么办？5.如何调整对孩子的干预)。

高考前夕,写了一篇“考前家长如何陪

伴孩子”,也有1万的阅读量。也曾以148

号渡老师的身份对四川江油地区的一

个被封小区进行援助,通过在一个业主

微信群主讲,其它群转发的形式进行心

理援助。疫情期间,开始使用抖音,在抖

音小视频平台录制15个帮助个体成长

的小视频,如穿“越情绪的快乐三问”、

“做事让我们提升自信心”。疫情期间

也通过微信为本校学生提供心理援助,

缓解学生考研失利的情绪,积极引导学

生就业。另外加入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

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从三月份开始每周

四上午对武汉地区的医护工作者、公安

干警、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援助。这些

活动都属于输出,但只有真正行动了,

才有内容可“说”、可“写”。党中央提

出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积极

心态。作为一名“渡老师”就要争当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排头兵！用文化

的视角、专业的服务模式和技术,洋为

中用、古为今用的思想,人文关怀的理

念以及从小我走向大我的家国情怀去

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此过程中要真诚、实事

求是,不要装,不要做太多表面的事情。 

小变可以变大变,不断积极地“向外

输出”,每位“渡老师”都可成为“人格

健全、品格高尚、专业过硬、知行合一”

的心理学服务人才,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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