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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思政实施中要时刻谨记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而 BOPPPS 教学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学生是活动的主体，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积极性，有效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塑造健康人格。因此心理健康课程将尝试以 BOPPPS
理念为指导，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各个活动环节，实现三全育人为指导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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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心理健康》课程是中职学校要求开设的一门心育必修

课。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概念和标准，关注自我

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学会主动有效进行心理调适，成为

积极、乐观、善于面对现实的人。其教学目标为：

（一）知识目标：学生了解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懂得

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维护、调节、发

展心身健康的方法和策略，包括自我探索、情绪调节、人际

交往、青春期教育、学习动机和方法、生涯规划等多个方面，

并尝试根据所学方法和策略来指导自己的成长和生活。

（三）情感目标：学生在各个教学类型的活动中可以体

验到正向积极的情绪和情感，初步构建起具有较强适应和发

展价值的心理健康自助知行体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思政目标：学生养成和完善积极心理品质和人格

素养，塑造健康自我，确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思政实施中要时刻谨记牢记“为谁

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在教学活动中融入价

值观和人格教育，关注课程内容的内涵外延和逻辑自洽。

BOPPPS教学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学生是活动的主体，

包括导入、明晰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与总结六个

环节，注重学生参与、目标导向、教师有效引导和及时反馈

交流，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有效实现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塑造健康人格，确立正确价值观，正好符合“为

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1]”这一根本问题。心

理健康课程将借鉴已有的经验
［2－4］，以 BOPPPS理念为指导，

坚持立德树人，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各个

活动环节，实现三全育人为指导的教学目标。

（一）关注学生需求，重构教学内容和活动目标，课程

思政融入课程全内容。表 1：《心理健康》课程思政下的活

动内容重构

活动模块 学习目标 价值引 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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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第一单元

心理健康与我
学习心理健康基本知识和意义。

理性

辩证

1.运用全面、辩证、发展的角度看待影响心理健康及

其发展；

2.与时俱进看待问题，了解目前社会背景下青少年保

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第二单元

认识自我

认识和悦纳自我，直面成长中的

挫折和心理困惑。

自尊

自信

1.正确认识、探索和悦纳自我，参与构建平等和谐的

环境；

2.掌握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紧密相连的。

第三单元

成长的烦恼

了解情绪管理的意义，掌握情绪

管理的方法策略。

理性

耐挫

平和

自省

树立合理认知，理性平和、积极乐观，学会情绪管

理。

第四单元

学校中的我

了解人际交往的意义；掌握人际

交往的原则方法；培育积极的人

际交往模式。

友善

诚信

同理心

尊重

意识到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明白人是所有社会关系

的总和。

2.人际交往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和影响。

第五单元

家庭、社会中的

我

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学会和掌

握处理与父母关系的方法和途

径。

向善

规矩

1.理解家和万事兴，树立正确的家庭观。

2.通过习总书记的观点，倡导和谐、稳定和和善的家

庭气氛。

第六单元

学会学习
激发学习兴趣，学会学习

工匠精

神自策

自控

善学

专注

1.激发学习内在动力，发动同辈模范的榜样作用，明

白内外学习动机的不同影响。

2.结合社会发展，树立“学为大我”的志向，培育工

匠精神。第七单元

有效学习

培养和提升学习能力；

获得积极学习体验。

第八单元

职业心理

树立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了解生

涯自我，明晰生涯角色和功能

职业精

神

使命

奋斗

1.思考各个职业领域内奋斗不息、努力不止的原因。

2.传递和融入爱国情感，体验忘我精神和奉献精神。

3.感受奋斗带来幸福，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创业观。

4.正确看待自己和工作、单位的三者之间的联系。
第九单元

适应职业

掌握职业生涯发展和适应能力，

提升职业心理素质。

自信

自强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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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挫

韧性

决策

第十单元

创业与创新

提升心理素质，为将来的就业和

创业做好准备

（二）围绕教学目标，重构教学设计，保证课程思政融入效果。

图 1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的《打造人生弹力球》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的心理健康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具体

请见图 1。本研究以复原力主题的《打造人生弹力球》一课

为例。

三、“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及手段

（一）教学方法：结合积极心理学方法和团体心理活动

方法，通过讨论教学法、纸笔练习、案例分析、心理教育、

情境创设、角色扮演、辩论活动、积极关注和寻找例外等方

法开展教学。

（二）团体辅导技术：尊重、倾听、共情、澄清、聚焦、

追问等。

（三）教学手段：多媒体平台、智慧黑板、投屏软件、

微视频、轻音乐等。

四、“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案例——以《打造人

生弹力球》为例

（一）背景分析

前期学生已经学习了认识自我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

发现自身优势的能力，但是很多学生经历了中考失利和专业

学习强度大等负面事件后对自身优势认识不清晰，在遇到困

难的时候无法挖掘自身具有的内外资源，获得自我认同和外

界的帮助，心理复原力水平较低，无法短时间内走出困境，

阻碍中职生的健康发展。

（二）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拥有心理复原力，了

解心理复原力的内涵和意义。

能力目标：学生活动中可以挖掘内外资源，提高心理复

原力去积极应对挫折和困境。（重点）

情感目标：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到提升心理复原力带来的

积极感受，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难点）

思政目标：学生塑造健康自我，确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三）教学准备：冬奥冠军徐梦桃微视频；制作 3I学习

单；准备兵乓球、弹力球和锤子；轻音乐；清·郑燮《竹石》

诗歌朗读单；心理信箱。

（四）教学活动

1.课前准备：学生登录班级群学习微视频《徐梦桃：为

祖国拼金牌》，初步思考徐梦桃是如何应对困境的；学生完

成分组，且每组成员思考最近或曾经的挫折，写下来集中放

在每组的心理信箱中。

2.课堂实施：

（1）游戏导入：双球 PK

教师展示乒乓球和弹力球，并提问：请大家学习奥运

精神的拼搏精神用自己最大的力气敲击两种球，看看是谁可

以不被击碎？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感受。

学生参与击打游戏并自由回答老师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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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导入并板书“心理复原力”。

设置意图：通过游戏的导入营造轻松安全的氛围，表达

尊重和接纳的理念，初步调动班级团体动力，引出主题词，

融入体育精神。

（2）概念学习：心理复原力

教师解释概念：指个体在遇到压力、困难或挫折情境时

能够有效应对，从困境中恢复甚至反弹的能力.

设置意图：通过心理教育，学生可以初步理解心理复原

力

（3）自主前测：复原力水平

教师呈现心理复原力水平自测量句，并要求学生进行自

测并分享感受。自测量句：了解了心理复原力的概念后，我

认为我的心理复原力水平为：1 2 3 ·····9 10分.

设置意图：通过自我评估，可以帮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

进行初步的自我认知和评估，意识到人人都具有心理复原

力，提升自我认知，进行人格塑造。

（4）参与式学习

3I理论案例分析：

教师播放《徐梦桃：为祖国拼金牌》视频，要求学生挖

掘可以提升心理复原力的内外资源并归类。

教师发放《3I学习单》，要求学生根据学习单的三个维

度对自己的回答进行分类。《3I学习单》内容：内在优势因

素（I am）——徐梦桃个人有哪些优秀品质？效能因素（I can）

——徐梦桃有哪些人际技巧、问题解决、情绪调控、目标制

定等能力；支持因素（I have）——徐梦桃有哪些外部支持

资源，如父母、朋友、老师等。

设置意图：通过心理教育、案例分析、纸笔练习和小组

讨论，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提升心理复原力的方法和途

径，融入冬奥冠军徐梦桃在艰难时刻拼搏奋斗积极乐观的精

神。

赋能练习——打造弹力球：

教师发放《3I弹力球任务书》，让学生小组讨论进行

自身内外资源的挖掘。

《3I弹力球任务书》：

设置意图：通过小组讨论和朋辈互助的方式可以催化动

力，促使学生积极主动融入课堂，挖掘心理复原力的内外积

极元素，塑造健康自我人格；通过纸笔练习和信息化等方式

让学生及时标注和记录，促进自我开放，展现辅导进程。

情景讨论：应用元气弹力球

教师创设情境，让同组成员一起讨论如何使用元气弹力

球提升心理复原力。

教师指导语：请每组同学抽取一个在我们课前放在心理

信箱中的挫折，并思考如果你是这位同学，会如何使用元气

弹力球来应对？请帮助 TA并分享你们的感受！

设置意图：通过课前作业的学生挫折引入情境创设、小

组讨论等环节，进一步催化动力，加深内外资源的挖掘和应

用，加强学生的自我悦纳，进一步塑造健康自我，确立积极

的价值观；通过情境创设、朋辈互助和信息化等方式可以减

少阻抗，促进自我开放，展现辅导进程。

（5）自主后测：复原力水平

教师再次呈现心理复原力水平自测量句，并要求学生进行自

测并分享感受。

设计意图：通过再次自我评估，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提

升心理复原力水平，并且可以通过两次份数的对比来增强自

我认同，展现辅导进程；同时进行人格塑造，自尊自信，加

强自我悦纳。

（6）思政升华：文化传承

教师呈现郑燮写的《竹石》励志片段：要求学生进行大

声朗读并发表学习感悟：如果在生活中遭遇困境，你想对自

己/朋友说些什么？

朗读内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设计意图：通过集体朗读和分享，强化本堂课的积极体

验和感悟；并且以此生活化、行动化，理解自我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关系，主动积极参与构建和谐、平等的社会环境，传

承中国优秀精神文化。

五、教学效果

以《打造人生弹力球》一课为例，其教学效果有：

（一）思政融入效果

1.重新梳理课程教学内容，归纳提炼思政培养目标，进

行价值引领，更加符合“立德树人”的根本。比如本课《打

造元气弹力球》可以对学生进行自尊自信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积极启发和引领，塑造积极人格。

2.重构教学设计，围绕教学目标在各个教学环节融入思

政元素，推动各个教学环节层层深入，提升教学效果。例如：

（1）体育精神融入可以充分调动团体氛围，激发学生

课堂参与的主动性；

（2）自主测试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自我认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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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探索和自我接纳；

（4）通过冬奥冠军的故事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掌握和

应用 3I策略，提升心理复原力水平。

（5）通过朗读郑燮《竹石》可以更好地激发积极体验

和感悟，主动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联系。

（二）教学创新效果

BOPPPS教学模式在心育中的创新使用，可以更加激发

团体动力，体现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更加可以实现价值观

引领和人格教育，有效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例如：

1.导入阶段融合了游戏暖身，可以有效加强团体动力；

2.明晰目标阶段可有效让学生清晰迅速地聚焦学习目

标；

3.把前测和后测阶段改为学生自主测试增强学生自主

性；前测可以了解学情，后测可以掌握教学目标达成度，可

以更好保障人格塑造和教育的效果。

4.参与式学习阶段：注重教学目标的完成和和学生参与，

采用多样的教学方式更好地激发学生提升心理复原力水平。

5.总结阶段的思政升华更好地激发积极体验和感悟，主

动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联系。

（三）教学效果满意度

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分为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满意度

和学生自我学习效果的满意度。课后调查显示学生对任课教

师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含“很满意”“满意”“一般”，下同)

达 85.62%，对自己学习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达 85.5%。可见，

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还有提升的空间。

六、教师感悟

作为一名心理教师，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心理健康

教育元素有机融入的基础上，适应性使用 BOPPPS模式设计

出适合中职生身心特点的教学设计，是一项富有挑战性和意

义的工作，我深刻感受到课程思政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全面

发展的重要性，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和

行为习惯。

我将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情感和认知，关注学生的自我认

知和情感表达，引导学生探索自我、了解自我，并通过思政

教育的引导，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我也会在

课堂上更加注重学生思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思政教育的魅力。

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

课程内容的更新换代、学生心理问题的处理等。但是，只要

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一定能

够创造出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更高的教育质量。我相信，在心

育课程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中，师生都能够体验到教育带来的

美好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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