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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视角下人际交往教学模式的研究
曹  宏 1   霍  凯 1  曹诗童 2 卢祉竹 3

   

   

   

1.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辽宁抚顺 113001 

2.鲁迅美术学院辽宁沈阳 110004

3.抚顺第十中学辽宁抚顺 113000

【摘要】人际交往作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对人的心理健康都是积极向上的。如何在高中生，大学生的课堂里进行怎样的组织教学，在怎样的视角下，让已有认知能

力的青少年在课堂里学习与掌握人际交往的技能。为今后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能在团队生活中游

刃有余，成为一名乐观向上的心理健康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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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国家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多个有

关心理健康方面的文件，就在 2021年的 7月 7日，教育

部办公厅下发里 10号文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特别强调里源

头管理，全方位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强调里在课堂

上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要性，实效性。今天的青少年

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就是我们明天的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

康，我们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必然

是国民的身心健康为前提，心理健康教育课是对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最直接的，最容易进行普及与教育的方式

方法之一。人本主义自成立以来，不过是百余年，但在

研究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普遍受学者们的青睐。尽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给人本主义下个确定的概念，

但人本主义给我们的理念上的启迪，已经远远超过统一

的概念的影响了。利用人本主义的理念，在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课中人际交往的课堂教学，取得了在几个不同维

度的良好效果。本研究采用里某市的高三学生和大一学

生作为课堂教学的视听者，然后从教学效果的满意度，

课后的实际与同学的应用效果，与家长的应用效果三个

维度进行评价。

2 人本主义的核心在课堂上的应用
上世纪 60年代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言论自由的时

代背景，为人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基础。以前的其他主义

是把人脱离社会背景，实践背景而谈人。人本主义自从

1967年亚伯拉罕·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后，

当前的人本主义思想才逐渐被学术界认可与接收。心理

健康教育课中人际交往是指人人之间的情感沟通与交流，

人人之间是指同学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家长

之间，学生与其他人之间等各种关系的交往。人的社会

是群体性社会，不能孤立而行，从社会的进步可言，是

社会群体的进步，领悟到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人可能

孤单，但不会孤独。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基本

条件，它是需要智慧的，更需要的是教学课堂上教师的

引导。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有良好的情绪，糟糕的人际关系，

不太可能有好心情，对于周围的人，工作，学习都会一

塌糊涂。这些更是在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上，引起老师与

学生注意的。

2.1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人际交往这堂课，不能是由

老师一言堂，在课堂上，要充分体现出在下面听课的学

生是主体，是他们想要学好与掌握人际交往的能力，在

课堂设计环节上，尽可能的有学生参与，并且不局限于

语言，动作交换也是人际交往的模式之一。互动环节不

仅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无论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他们都需要被同伴们认

可与接纳，都不想被孤立，给学生们创造机会，让他们

尽情去为自己争取机会。

2.2强调就在课堂上进行人际交往

人本主义中有一点就是强调“此时此地”。在人际

交往的课堂上，就在这个上课的时间内，就在这个上课

的教室内，开展人际交往的行为模式。在讲解介绍人际

交往的几种开始模式后，让同学们现学现用，活学活用，

就地模仿，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把班级同学带到操场上，

让同学们与不认识的班级的同学开展人际交往能力的训

练。在这个环节里，重要的是马上进行实地操作，对学

习的理论技能马上消化为自己的技能，通过学习模仿，

对此能留下较深刻的印象，难以忘记。

2.3从人际交往反馈的现象学角度看个体

从课堂上的互动模式开启后，有的同学在掌握人际

交往的能力大大提升，有的同学变化不大，有的同学表

现出了被孤立等现象。针对各种不同的表现，老师在这

里的表现特别重要。老师要马上跟进心理健康教育课的

其他内容，如人格气质类型说。对于自己认为很失败的

人际交往方面的同学，帮他正确分析与看待自己，为不

同类型的同学进行不同的归因。不是全面的否定与肯定，

而是针对不同的反馈现象来认真分析现象后的每个个体

学生。如果是因为单纯的人际交往能力的不足而引起的

交往能力差的同学，可以给予更多的指导，可以给予更

多的锻炼机会。

2.4强调学生的成长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人际交往的课堂上，问问同学



6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10）

们，跟他们没上课前的人际交往能力，有什么不同，有

没有提升？同学们的回答一定是有很大的进步，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的是学生的成长，这个成长是在老师的带动

下的成长，这个成长是学生的成长，他们在课堂上的所

有倾听，所有的参与，所有的思考是他们成长力量的源泉，

不仅是让同学们意识到成长可以在课堂上，也要让他们

感受到自己才是成长的主要动因，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

无论是今后的人际交往能力还是走到社会中的团队合作

能力，他们都可以主动去完成。

3 结论与讨论
人际交往的教学本来就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的一项内

容，在此课的教学中，引入了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教学模式，

更加贴近了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人本主义强调的四

点内容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增加了学生为主体，学生是

导演，学生也是演员，学生也是旁观者的多重身份，这

本身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

身份，并且这个身份又是多重的，在能扮演好每一个角

色，也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心理比较健康的人，不混沌，

不迷糊，自我同一性的协调，不就是我们所要的健康人

格么！

在课后，对上课的学生进行了教学效果的满意度，

课后的与同学交往能力的应用效果，与家长的应用效果

三个维度进行了评价。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同

学全部认可，为满意，有百分之五的同学为不太满意，

有百分之三的同学为不满意或其他。尽管这个结果是可

以令人满意的，但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的重

心还是要放到百分之八的同学身上，还要去研究与探讨，

怎样让那百分之八的学生得到他们想要的满意度。他们

也是我们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与咨询师关注与重视的对象，

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将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课堂

教学的模式，无非是让同学们掌握心理健康的本领与能

力，为他们今后的人生起到保驾护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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