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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爱无痕——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案例报告
徐常青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初级中学 231202）

摘要：刘某是一名在校中学生，就他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反映出他有些厌学、情绪不稳定和轻微的攻击行为等。根据这些情
况，我采用了认知疗法，运用了相配套的认知协调理论和会谈交流的方式，对他进行疏导，并获得老师和家长的协助，达到预期的
目标，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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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人口学资料：
刘某，男，13 岁，来自农村家庭，从小生长发育正常，按时入

学。咨询前没有患过重大的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二、主诉和个人陈诉：
我喜欢和同学或伙伴们一起玩耍，爬树、捉鸟、玩泥巴和弹子，

说实话，我不喜欢上学，可爸爸、妈妈总是一个劲地吩咐我要好好

读书，耳朵都长出茧子了，烦透了！

三、个人成长史、精神状态、身体状况、社会功能:
这个男孩子身材相对于同龄人来说算不得上是高个子，营养充

足。虎头虎脑的，脸圆圆的，红扑扑的，可是紧皱双眉，好像有很

多不开心的事。刘某在农村长大，现在他们的村庄已拆迁，他家租

房住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虽然和父母一起生活，可是父母都是地

道的农民，认识不了几个字。尽管如此，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识

文断字，能做个知识分子。

身体状态：正常

社会功能：学习和完成任务功能下降

四、观察和他人反映：
班主任的观察：

我见到刘某时，他眉头紧锁，一脸愁容。后来，还发现他有时

还生闷气，哪个同学稍有不慎得罪了他，他就会恶语相向，甚至是

拳脚相加。学期结束后拿成绩报告册时是他最为难熬的日子，他的

英语、数学、语文三门功课总是亮红灯，他把成绩报告册藏起来，

回家撒谎说自己考得还行呢。打开他的作业本，上面字迹潦草，马

虎，解答题目没有逻辑性，步骤不够合理，错误率高。

该同学其他任课老师的反映：

据他的语文老师说，刘某经常迟到，作文、日记等写得一塌糊

涂，平时还很调皮捣蛋，和同学打架，考试时就傻眼了，语文、数

学、英语等的成绩总是让老师揪心，家长也不满意。他妈妈一说起

刘某来就很生气，说他不听话，做什么事都可以，除了看书学习。

暑假里，只有三餐饭时间呆在家里，其余时间看不到他人影！他正

和其他人在外面玩耍呢！为了让他在家多待一会儿，能把暑假作业

完成掉，他妈妈就把他锁在家里，可是这样并没能改变他的行为，

达到他妈妈的愿望，刘某虽然不能出去玩耍了，可他在家里不是抓

紧时间学习，而是看电视，长时间地看，连电视上的广告也不放过，

他妈妈气得不行，但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次，他妈妈检查书包

时，发现他的数学课堂作业本没交，就问他怎么回事，刘某不得不

以实相告，说自己没有完成课堂作业，所以没有交给老师，他妈妈

又一次气愤不已。时值初冬，屋外结着薄冰，他妈妈要刘某把衣服

脱掉，只剩下裤衩，虽然他冻得瑟瑟发抖，却不叫一声冷。第二天，

刘某感昌了，发烧了，妈妈的眼泪流出来了，唉！没办法！

五、评估与诊断：
（一）对其心理状态的评估：来访者感知觉正常，思路清晰，

思维状态正常，情绪比较低落，意志行为一致，人格完整，相对稳

定。

（二）诊断与鉴别诊断：（1）根据判断正常与异常心理的三原

则，来访者的心理活动在内容与形式上与客观环境是统一的，也就

是其厌学情绪是由所处的客观的环境引起的；求助者的知、情、意

等心理过程是协调的，他的厌学情绪、注意力分散和出现的说谎、

攻击行为是一致的：个性是相对稳定的，其个性没有发生明显的改

变；（2）其表现的程度：不严重；其心理问题反应的强度较轻，没

有严重影响到思维逻辑；从来访者的个人成长史来看，受到的家庭

环境影响，父母的要求严格等，在达不至父母的标准的时候，出现

的说谎和把压力转向他人的行为，也就是攻击行为；其主要还是在

不合理认知和消极情绪方面，虽然其心理问题引起了一些行为反

应，但这些行为反应的程度目前较轻，持续时间仍然不长，基本维

持正常的生活、学习，只是学习效率不高。

（三）诊断依据：排除来访者躯体疾病等器质性原因和其他精

神疾病所致，与现实生活和成长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因此综合收集

求助者的多方面资料后，诊断如下：

刘某，他不是个笨孩子，只是没有把聪明用于学习上，头脑里

有厌学倾向，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学习生活，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

稳定，爱发火，好打架。行为类问题主要是说谎，还具有一定的攻

击行为。

六、制定咨询目标：
１、具体目标与近期目标

让刘某能喜欢上学，愿意并且能积极地完成学习任务，课堂上

能认真听讲，避免和同学打架；

２、最终目标与长期目标

消除厌学情绪和“读书无用”的思想，尽量把精力用于学习上；

让他的注意力集中，稳定他的情绪，端正他的行为。

七、制定咨询方案：
1、主要咨询方案与适用原理：

咨询的方法是以认知疗法为主，并配合人本主义心理咨询，通

过尊重、热情、真诚、共情和积极关注的咨询态度建立良好的咨询

关系，鼓励求助者宣泄情绪，调节主观积极性，提高求助者对自我

的认识水平，发掘个人潜能，逐步通过对人格的完善，以健康的心

理状态面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促进自我探索、自我成长。

对求助者比较有效的主要矫治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其理

由是：人的认知过程影响人的情绪和行为。求助者有早期形成的不

良经验，并形成了相对稳固的错误认知模式，求助者后来的痛苦情

绪和社会功能障碍都与错误的认知模式相关。为此整个矫治过程应

帮助求助者重新构建认知结构，重新评价自己，重建对自己的信心，

更改错误的认知方式，以消除错误认知模式，建立新的、合理的认

知模式为核心，并辅以行为治疗手段，用行为改变强化、促进和巩

固新建立的认知模式。通过改变求助者对己、对人或对事物的看法

与态度来改变并改善所呈现的心理问题，强调家庭作业的作用，赋

予求助者更多的责任，让她在治疗之中承担主动的角色，达到消除

不良情绪的目的，取得求助者的配合。

在咨询开始前首先告知来访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来访者可以

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咨询师；对咨询效果不满可以要求更换咨询师；

知悉、协商、选择咨询的方案、收费及时间；遵守咨询室的有关规

定；执行商定的咨询方案、收费及时间方面的规定；尊重咨询师的

工作，做到不失约不迟到，遇到特殊情况提前通知。而咨询师要遵

守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规定，与来访者建立平等友好的咨询关系；



理论探讨

206

尊重来访者，不得因任何因素进行歧视对待；咨询关系建立前让来

访者了解心理咨询的性质、工作特点、局限性和来访者的权利义务；

开展工作时的有关事项要与来访者协商，采用书面协议形式确认下

来；咨询师与来访者不得建立咨询以外的其他关系，尤其不得利用

咨询关系谋取私利；当咨询师确认自己不适合某项咨询时应向来访

者说明情况后，本着负责的态度将来访者转介给更适合的咨询师。

咨询师应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本个案中来访者情况，所以这个案例宜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和

来访者共同回顾成长历程，帮助其调整认知，让其了解责任与压力

的平衡状态，建议其通过主动学习，具体要运用倾听、通情达理、

解释、指导等咨询技术。

要求求助者积极思考，提出问题，配合咨询师的工作。与求助

者约定咨询的时间，经协商我们决定，本次咨询完毕后提前预约下

周的咨询，每次咨询时间 20－30 分钟，共 4-5 次。咨询和咨询中

的心理测试均免费进行。刘某厌学情绪，主要是他学习目的不明确，

学习跟不上要求，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逆反心理严重。鉴于此，

我通过调查了解，摸清原因，让他建立正确的认识，配合家长、老

师，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训练他建立自信，在自身进步中体验成

功，帮助他进行自我分析，确定学习目标，科学安排时间，制订计

划。建议老师多创设有趣的课堂情境，可用“代币法”、“当……

就……”的策略，利用课堂听讲锻炼刘某的注意力。

刘某的攻击行为不是很严重，可用会谈法，与他坦诚相见，宽

容地与他交谈，与他讨论最近一次发生的攻击行为。刘某说谎的次

数虽然不多，却有着危害性，与家长联系，发挥合力功能，并请家

长注意自己的教育方法。这样一来，可能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让

他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咨询过程中，求助者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有权利了解咨询师的受训背景和执业资格。

（2）有权利了解咨询的具体方法.过程和原理。

（3）求助者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或更换合适的咨询师。

（4）有权利提出或终止咨询。

（5）对咨询方案的内容有知情权.协商权和选择权。

义务：

（1）遵守咨询机构的相关规定。

（2）遵守和执行商定好的咨询方案各方面的内容。

（3）尊重咨询师，遵守预约时间，如有特殊情况提前告知咨

询师。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有权利了解与求助者心理问题有关的个人资料。

（2）有权利选择合适的求助者。

（3）本着对求助者负责的态度，有权利提出转介或者终止咨

询。

义务：

（1）向求助者介绍自己的受训背景.出示营业执照和执业资格

等相关证件。

（2）遵守咨询机构的有关规定。

（3）遵守和执行商定好的咨询方案各方面的内容。

（4）尊重求助者，遵守预约时间，如有特殊情况，提前告知

求助者。

3、咨询时间和收费：

咨询时间：每周二次，每次 30 分钟，预计 4-5 次。

咨询收费：免费。

八、咨询过程

咨询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完成任务：

（1）心理评估－诊断阶段：包括建立关系、收集相关资料、

评估诊断问题、确立咨询目标、制定实施方案。

（2）心理帮助阶段：是咨询过程中的核心阶段，主要任务是

帮助来访者改变错误认知、消除不良情绪、训练并建立健康积极的

行为模式。

（3）结束与巩固阶段：回顾总结咨询，帮助来访者把所获得

的知识、体验运用到以后的生活中去，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促

进其自我成长。

具体过程：

咨询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心理评估和诊断阶段

第一次咨询：

目的：收集资料，了解基本情况，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进行

心理诊断，确定咨询目标。

方法：在咨询开始时，充分尊重求助者，用开放性问题收集求

助者的详细资料；通过倾听、共情、无条件地积极关注，让求助者

尽情倾诉，与求助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并完成心理测验。

2、第二阶段是咨询阶段

（1）分析问题

第二次咨询：

目的：加深咨询关系；认识其不良的认知模式。

方法：与求助者从生物、社会、心理等方面探讨他产生厌学和

攻击性的原因。

生物学原因：①求助者自信心不强，且内容容易泛化。②医院

检查没有器质性病变。

社会原因；学习不好，将来照样有饭吃。

心理原因：①个性因素：自我要求不高。不爱学习。

②错误观念：认为自己考试考不好也无所谓。

③对现实问题的误解或错误评价：向取笑自己学习不好的同学

挥拳头。

（2）治疗的实施，帮助求助者解决问题，改变其不良的认知；

其次改变其对中学同学的攻击行为，鼓励其尝试与他人主动亲近并

积极参加多项集体组织活动，体验知识的重要性。布置家庭作业；

①针对这些观念，建议求助者在实际情境中加以验证，让他去

问问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印象是否真的如他想象的那样；同时找出他

的十个优点，写在纸上，每天大声朗读 5 遍。

第三次咨询：

目的：打破不自信的倾向，建立积极认知。

方法：会谈、认知重建法、积极自我暗示。

第一次谈话

咨询师：我先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求助者：好的。

咨询师：守株待兔的故事听说过吗？

求助者：听说过。

咨询师：主人公是因为缺乏努力而无所作为，学习上也是如此，

学习潜力的开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信心的建立，无论是在成功还

是在失败的情况下，都要相信自己。

求助者：（点头）

咨询师：你能说说你的学习目的是什么吗？

求助者：？！

咨询师：是不是为了在学校有朋友们玩，能满足自己对伙伴友

情的需要？同时，又可以躲避父母的唠叨？把学校看作避难所，而

不是求知的地方？

求助者：（愕然）

第二次谈话

咨询师：你爸爸、妈妈对你要求很严是吗？

求助者：严！一点点不称他们的心，就打，真的烦透了！

咨询师：觉得自己学习是为了父母，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是

吗？

咨询师：读书真的无用吗？纵览古今，有出息的人都是以满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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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纶作基础的，你说是不是？何况，学习是你作为学生的职责，是

你应尽的义务呀！

求助者：（点头）

咨询师：对一个人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因此，要科学地安

排和使用时间，应符合“全面、合理、高效”的原则，你说对不对？

咨询师：咱们利用课堂锻炼自己的注意力，好吗？

求助者：嗯，好的。

第三次谈话

咨询师：就最近一次发生的打同学事件，（深入讨论）“是那个

同学惹怒了你吗？他对你做了什么？”

求助者：我没招他，也没惹他，他竟然向我妈妈打报告，说我

这次考试没考好。

咨询师：“假如你是那个同学，换位思考一下怎么样？”

求助者：（茫然不知所措）

咨询师：“别人眼中，你是怎样的呢？”

求助者：可能是个不爱学习的小混混吧。

咨询师：难道你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吗？你

还小，来得及！

咨询师：和刘某的老师们交流，请他们在教学中创设多种情趣

的、有意义的教学情境，让刘某多参与其中，融入课堂学习中去。

咨询师：和刘某家长沟通交流，让他以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

来对待刘某的学习和所犯的错误。

反馈咨询作业：

认知重建：帮求助者识别造成上述消极思维，以及它们出现的

场合，识别紧随消极思维之后的问题行为，帮助求助者制止这些消

极思维，并建立理想的或积极的思维。如 “我也是一个普通学生，

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相信我能变好”等。求助者说找出自己的

十个优点很困难，有的是问同学后得知的，大声朗读 5 遍后感觉挺

好的，发现“原来我也有这么多有价值的闪光点”。

布置家庭作业：

① 继续大声朗诵优点并积极体会。

② 回去后按照咨询师的建议，主动接近同学，消除不安感；

尝试并积极参加多项集体组织活动，逐渐树立自信心。

第四次咨询：

目的：巩固认知重建结果；要求求助者每天都按照新的认知模

式做出相应的应对行为。

方法：会谈、积极自我暗示。

过程：在新的认知观念下，重塑行为模式，逐步改善求助者回

避他人的行为。在这个阶段中，见人能感到放松→能与他人交谈→

可以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感情等→可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

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求助者的良好行为，并鼓励其继续下去。

评估指标：观察求助者行为，看求助者是否有效实现每阶段目

标。

3、第三阶段是巩固与结束阶段

第五次咨询：

运用观察法，观察求助者是否把在咨询中学到的东西运用于日

常生活中，使新的行为模式在新的认知模式的指导下，逐步内化成

为求助者的自然行为，进而改善求助者的基本症状，改善求助者不

良情绪，不断完善人格，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九、效果评估
由于来访者是可逆性很强的小学生，虽然自身的意志力也比较

弱，因此咨询需 3 次谈话，其改善效果比较明显，加上他的改变过

程中借助了同学、老师的力量，所以也增进彼此的融合，更好的适

应了学校生活，生活状态的稳定和说谎、攻击行为的逐步减少，让

来访者对自己的信心增加。后来还担任了班干，并且找到咨询师表

示他通过这次自我控制和自我调整，以及和同学的交流过程中，思

考了生活中有些事件，其实没有像家人说的那么严重，他也很想以

后能够帮助父母改变原有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本案跟来访者生活环境及经历关系密切，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

对一个人的影响，可能会成为日后引发心理问题的关键点。庆幸的

是，本个案的咨询的具体和近期目标基本实现，求助者基本消除或

缓解了厌学情绪，由此而产生的注意不集中和说谎、攻击行为得到

有效改善。并且来访者还能够自主的把获得的经验与别的同学分享

方，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追踪：来访者日后在校园中也曾经遇到咨询师，都很有礼貌地

笑对咨询师。刘某能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学生，他也坚信自己能

行！

参考文献：
[１]《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作者：（美）贝克。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译者：翟书涛等。
[２]《心理健康辅导――个体辅导》（修订版）。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北京公司。２００５年５月。
[３]《心理健康辅导――团体训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

京公司。２００７年８月。
[４]《心理健康辅导：基础理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

公司。２００５年５月。

（上接第 204 页）
留学途中突发情况的一种。教师应从产生积极心理的学生身上总结

共性，提炼启示，作为处理留学生消极心理的参考。同时应建立突

发情况应急机制，通过组织防灾演习，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以应对

未来更多突发情况，形成流程化应急处理措施。

福祸相依，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

中国制度，中国力量。林伟提出，“中国故事”要通过“国际方式”

表达出来才能被世界接受[8]，借留学生之口宣传中国科学有效、迅

速及时的突发情况应对措施，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学生

来华学习，掀起来华留学新高潮。

参考文献：
[1] 曹小平.浅谈“双场合一”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学习心理

的策略[J].江苏教育研究,2016(30):13.
[2] 胡学亮.日本中小学的防灾教育[J].教育,2010(22):62.
[3] 石利娟.父母焦虑及其情绪调节对青少年焦虑影响的网

络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06):1237-1241+1236.
[4] 任传茂.不良的从众心理的成因与矫正[J]. 林区教学.

2003(Z1):4.
[5] 杨璐.浅谈来华留学生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J].财富时

代,2020(12):153-154.
[6] 谭丽梅.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考——以沈阳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为例[J].现代交际,2020(24):28-30.
[7] 石贝贝.不同心理效应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J].安徽教育

科研,2020(05):25.
[8] 林伟.多管齐下讲话‘中国故事’[J]. 光明日报,2014-02

-03(12).
[作者简介]汪 媛(1981.5—)，女，重庆人，硕士，讲师，研

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邓可卿（2000.11—），女，四川成都人，
四川师范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