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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对待不愿加入团体辅导的同学 
◆冯科琼 

（广西横县中学  530300） 

 
摘要：农村的普通高中一般都是建立在镇或县城因为学生大多来自乡下，

因此大多数的农村的普通高中学生要离开他们的家庭，开始寄宿生活，

要和同龄人尤其是同班同学一起学习和生活。高一的新生进入高中之初,

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面对的是陌生的学校环境、适应不同的教学方

式、转变学习方法，面临着封闭式的生活管理及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问

题。为了让高一新生更快地适应高中生活,鼓励他们更主动地和班上的同

学交流，增强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同时也让我们老师和班主任能更好

地了解学生,发现和预防个别学生的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充分认识到在

高一新生入学教育中开展以团体辅导为主的心理辅导活动的重要意义和

积极作用,以此来为我们以后的各项工作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团

体辅导中有个别学生不愿加入团体辅导，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

用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引导不愿加入团体辅导的学生，提高学生的心理素

质，让他们更好地适应高中生活，创建良好的班风，构建和谐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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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学校的团体心理辅导团队的助教，我已经也参与了
二十多次高一新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团体心理辅导与传统的
“讲授课”不同，是体验式教学，通过一系列游戏，鼓励他们更
主动地和班上的同学交流，增强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尽快新的
学习环境，让高一新生更快地适应高中生活,同时也让我们老师
和班主任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发现和预防个别学生的潜在的心理
健康问题，创建良好的班风，构建和谐的校园。 

我们的活动有几个亮点之处：1、大风吹的活动作为破冰游
戏不仅能活跃氛围，适当的身体接触建立也鼓励他们更主动地和
班上的同学交流，合理的惩罚和竞赛同时也能提高学生们参与活
动的兴趣。2、学生们在找朋友环节中能够主动得跟其他同学交
流沟通、找到拥有共同特征的朋友，并且通过握手和签名，建立
新的人际关系，在班集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3、分组和滚雪
球的活动将随机地将同学分到不同的组，在组内认识、了解较为
陌生的同学，建立新的连接，提高互相间的认识程度。4、情系
千千结的活动中，不管学生们成功或者失败，他们都深刻认识到
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和团结的力量。在这个活动后，他们的班级的
团结凝聚力会更强，他们会在自觉地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的
前提下积极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属于他们的美好未
来。 

去年的一次新生团体心理辅导让我印象深刻。在找朋友的环
节中，我发现了一个同学没有参与到火热的活动中，他自己一个
人趴在教室的栏杆上，我轻轻地走上前，微笑着询问他为什么不
参与活动并鼓励和引导他参与活动，去寻找与自己有着共同特征
的朋友，他沉默不语，摇了摇头，有点尴尬地看着我但依旧没有
参与到活动当中。为了缓解这个尴尬的局面，我转向了其他同学
的活动中，与此同时，我也在偷偷地关注没有参与活动的这个同
学，我突然发现他并没拿有用来签名的笔，我就引导其他同学主
动过去跟他交朋友，也可以顺便把笔借给他，令人高兴的是，之
前不愿参加活动的同学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积极主动地去
找共同特征的朋友，但他也慢慢地与把笔借给他的那个同学聊
天，把笔借给他的那个同学还给他介绍了新的朋友，从而建立了
新的人际关系网，在新的班集体中找到朋友，找到了归属感，让
他更快更好地适应高中生活。在这次团辅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向
班主任反应了这个现象，建议班主任平时多关注、关心这个学生，
引导这个学生在新的班集体主动跟其他同学交流，让他更快地融
入班集体，同时也能预防这个学生因不适应新学校所引发的一系
列心理健康问题。这个现象让我在以后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有

了一些思考。班级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是我们学校（特别是高一年
级）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形式之一，它不仅能让高一新生预防由
于不适应新环境所出现的心理问题、更好地适应高中生活也能让
老师更好地了解学生，建立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班集体。 

一、重视预期目标的同时也要关注不愿参加团辅活动的个别
现象。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是在团体的情境下的一种心理辅导形式，
它是通过团体内 

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观察、学习、体验，认识
自我、探索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
为方式，以促进良好的适应与发展助人的过程。[1]团辅活动借助
团体本身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带给学生支持，这样的方式更容易
为学生所接受。大多数学生都能够乐意且积极参与团体心辅导活
动、团辅活动氛围也很活跃，但团辅教学同时也是难以预测、变
化万千的，之前预测好的教学环节和活动用语也要根据不同的班
级、不同的情况要做出灵活有效的调整。团辅活动的主带老师要
控制整个活动流程，引导学生参与活动，让团辅活动达到预期的
目的。作为助教的我们，除了维持活动秩序让活动更顺利地进行
外，也要多关注不愿参加团辅活动的学生（因为胆小或极度紧张
等原因），及时跟主带老师交流沟通，寻找合理有效的沟通技巧，
正确地引导他们参与活动从而鼓励他们更主动地和班上的同学
交流，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环境下的学习生活。 

二、营造轻松的团体辅导活动氛围。 
班级团体辅导就是体验式教学，学生通过参与体验活动、交

流沟通心得体会，探讨问题，进行思想的碰撞，增强同学间的互
动，获得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营造轻松的团体辅导活动现场氛
围（如与活动相匹配的适当的轻松歌曲）能让同学消除不愿参与
团辅活动的心理，更好地释放自我、释放天性让他们真诚开放地
敞开心扉地去了解新同学、用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接纳新的朋友、
认识新的班集体。老师可以在这轻松的氛围中引导学生主动地参
与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认识到自己已经交到了朋友且也有能力
去适应融入新的班集体。 

三、课后要时刻关注不愿加入团体辅导的同学。 
个别同学不愿意加入团体辅导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性格胆小、极度紧张、比较慢热、也有可能是跟
他们的个人家庭背景、成长历程等有关，这不可能之一个晚上的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就能根本解决，所以我们在团辅活动中发现可
能有问题的学生的话一定要及时跟相应的班主任们交流沟通，建
议相关的班主任们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多关注、关心这个学
生，引导这个学生在新的班集体主动跟其他同学交流，让他更快
地融入班集体，同时也能预防这个学生因不适应新学校所引发的
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 

农村的普通高中的专职心理老师之少，而且农村的普通高中
一般都是建立在镇或县城因为学生大多来自乡下，因此大多数的
农村的普通高中学生要离开他们的家庭，开始寄宿生活，要和同
龄人尤其是同班同学一起学习和生活。高一的新生进入高中之初,
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面对的是陌生的学校环境、适应不同的
教学方式、转变学习方法，面临着封闭式的生活管理及人际交往
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果学生无法适应这样高中生活，无法在班级
中找到归属感，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为了让高一新生更快地适
应高中生活,利用团辅活动合理有效地引导和鼓励他们更主动地
和班上的同学交流，增强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同时团辅活动也
让我们老师和班主任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发现和预防个别学生的
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创建良好的班风，构建和谐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