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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移动学习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创新教学
冀肖力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基于建构主义的观点，建设心理健康专题学习网站，同时采用“云班课”等新媒体技术进行移动学习，实

现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创新教学，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趣味性、情感性和亲历性，利于学生进行深度交流与学习，

从而实现个体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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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微课、慕课等教学

方式迅猛发展，因此，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常态化成为目

前学校信息化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和学

习资源，移动资源的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给教师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考验。“云班课 APP”、心理健康教学平台的合理

运用，通过教师自主建设符合教学的资源，打通线下与线上

课堂的连接通道，既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能满足教师

个性化教学的需求，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教学活动，实现优

质教学资源共享，有效地进行教学质量监督和评价。

同时，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

有效地通过移动学习将心理健康学习的效率提高，并总结出

经验及规律。同时，也希冀通过线上学习，将更多的时间留

下来，强化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

而真正提高学生的的自我认知能力、对情绪的解读和控制能

力、对挫折的承受能力、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的

能力等，培养心理健康水平高的大学生。

1 专题学习网站的建设，便于学生进行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学习方式

建构主义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主张由学习者本人发

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个人特色的知识。可以说，

建设心理健康专题学习网站为学生的知识学习创造出良好的

条件，因为以心理健康专题网站为依托，学生可以自主地选

择，既有趣味性，又能根据个体的需要开展研究性、创新性

学习，从而实现深度学习。

在建设网络教学平台和筛选学习资源的过程中，我们采

用了几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资料法，借助于期刊网，查阅

和收集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并且搜集心理等书健康等书面

资料，对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吸纳有用素材进行理论分析

和论述。二是访谈法，走访专家学者，对研究的框架结构、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咨询，征求他们对心理健康

课程中实施移动教学、混合式教学的意见。三是采用问卷调

查法，根据研究内容，重新设计《心理健康课程内容意见征

求表》，分别发放给相关领域人员、教师、学生，广泛收集

他们的意见和建设。

因此，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初步确定适合线上学习的

内容，并依此创建和完善心理健康专题网站上的资源，在网

站平台已初具规模的情况下，应用于实际教学当中，并在后

继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内容。在 32 学时中，每

两课时穿插 20 分钟，利用移动平台进行教学和讨论。教师

依靠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开展各项专题学习，学生的综合素

养得到明显的提高。在各个专题的学习中，学生共享思路，

进行广泛地讨论、交流与合作，不断地触发灵感，在心理上

重新认识过往，重历情感体验，在反思自我的同时，也提高

了综合素质。师生交流的过程，使学生学会表达，学会反思、

学会共情，学会倾听，学会主动地观察、体会他人的体验和

感受。

2 充分使用手机“云班课 APP”的各项功能，积极有效

地运行移动学习

将移动学习贯穿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

始终，学生基于自学的内容，在教师的有效地引导下，在课

堂中呈现了良好的交流的氛围。教师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让

学生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体验，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自由式

的表达。

不同与心理教育专题学习网站中较多的资料，教师可以

将与教学重难点相关的内容放到“云班课 APP”的资源里。

这些资料既可以是文字资料，也可以是录频。教师可以通

过“云班课 APP”上的统计数据直观地了解到学生学习的进

度，还可以将一些公共资源通过网页链接发布到资源，方便

学生进行学习。同时，教师可以发布作业活动和问卷，进行

初步的调查和检验。作业完成后，也可以充分利用“云班课

APP”的互评功能，要求学生相互点评，这个环节可以提高

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和趣味性，对被点评者而言，会相应地提

高对自己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当然，教师在教学中整合教学

资源，合理运用移动平台，同时创设情境，注重创新教学，

引导学生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积极

性，教学设计要体现出移动学习的主体性、趣味性、情感性

和亲历性。另外，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师还可以使用“云

班课 APP”实时地组织学生在课外，或是在户外进行轻直播，

以此作为课程的延续。

教师还可以利用“云班课”中的“头脑风暴”来集思广益， 

便于更直观、准确地了解当下的学生的心理状况和认知情况，

并从中引导学生做出恰当地思考与认同。这种开放式话题的

探讨，也可以让部分有心理需要，想要在某个方面一吐心声

却又犹豫不绝的学生，可以找到一个倾诉的机会，一个重新

认识自我的机会，从而打破了学生封闭式的心理状态。而这

种状态一旦打开，学生的情感就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倾泄。当

他尝试去回顾这段历史，鼓足勇气去梳理这些事件，并且在

课堂上对着同学和老师去表达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放下，学

会了经历，学会了成长。这个历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既是和自己形成对话，又是对同学和老

师的表达。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自我的超越。而身在其

中的老师和同学，也真切地感受到真诚、温暖与相信，这种

状态同样激励着讲台上去分享的同学，因为，他感受到了尊

重、敬佩与认同。因此，通过移动学习，我们可以有效地节

约一些学习知识点的时间，而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深度学习的

状态下，通过讨论形成心灵的碰撞。可以说，课堂上呈现的

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我们的心灵状态是尝试着敞开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

一个良性的循环，会有更多的学生有所触动，从而愿意参与

其中，主动接受教师的邀请，去正视问题，从而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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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理问题，同时，这些独特的经验，也将成为课堂上

所有学生和老师宝贵的间接经验。

因此，从个体成长和发展的角度来说，与移动学习相结

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教学，进一步提高了学生

自我认知能力、对情绪的解读和控制能力、对挫折的承受能

力、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等，培养和

开发了学生的心理潜能，发展了学生的健全人格。

3 利用新媒体进行移动学习，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

教学

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无线通信网、计算机网络、

卫星等渠道，以及手机、数字电视机、电脑等终端，向用户

提供服务和信息的传播形态。同时，新媒体具有大容量、实

时性和交互性的特点。众所周知，心理健康的知识非常丰富，

而由于课时有限，在课堂内教师永远没有办法教完心理健康

课程所有的内容，教师往往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

做出内容上的取舍、重难点的调整。因此，在课内，针对不

同专业的同学，以及学生个体的实际情况，教师要适度调整

教学内容，从学生感兴趣的、需求强烈、实用性强的内容入

手。一方面，我们强调教师要整合教学资源，通过新媒体的

合理运用，根据授课班级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学，从而实现有效教学。教师基于平台上已经数字化的课程

资料，运用“云班课 APP”有选择地上传教学资源，直接打

通线下与线上课堂的连接通道，可以实现课前与课后的对接。

比如说，在讲到人际交往这个章节，学生在课前已经通过平

台和“云班课 APP”的资料进行了初步地学习，在课内分享

的过程中，有学生主动提到了移动资料中相关内容，并进一

步交流了自己在初中经历的校园暴力，以及在这之后由于无

助、恐惧和孤独的感受，导致初中三年有恐惧黑暗等表现。

这时，教师应及时地给予学生支持与帮助，给出一些专业性

的意见与建议，并且，可以立即进行移动学习，通过网页链

接让学生看到相对应的知识点，并且在恰当的范围内，在教

学内容上做出适当的延展，可以明确地告知学生，如何应对

校园暴力和家庭暴力，学会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有些在课

堂内没有深入或没有涉及到的内容，利用新媒体技术，教师

可以让学生课后进行自学。对于有需要的学生，这些数字化

了、方便实时阅读的知识就是及时雨。

与移动学习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教

学，灵活地将网络与传统课堂教育结合，有效弥补了单一在

线学习和传统课堂学习的缺陷，既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

体性和自主性，也充分发挥了教师教学的指导性和监控性。

移动资源的利用，可以延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

能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在良好的氛围中切实提高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真正帮助学生

走出心理问题突出、社会适应能力差、就业遇挫的困境。

这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改变了教师单向的填鸭式教学，能

在潜移默化中调动学生，让学生学会主动学习，并对心理健

康课程产生更多的兴趣和积极性。这种学习方式也可以更好

地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学习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具备较

好的可操作性。而且，充分运用“云班课 APP”，作业形式

的多样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与发

挥，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独立学习的习惯，锻炼了学生的学习

能力，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终身学习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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