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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
◎ 康 宁（山东省济南市托马斯实验学校，济南 250001）

摘要：预设与生成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课堂教学既需要预设，也需要生成。新课程课堂教学呼唤高水平的预

设与精彩的生成。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缺少国家课程标准与权威教材，因此需要科学严谨的教学预设，同时还需要高质

量、鲜活的课堂生成。如何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关系，成为心理课堂的挑战，从预设是什么，从哪里来以及到

哪 里去，以及课堂生成的五种路径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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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 2019 年山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目的研究成果。

预设与生成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课堂教学

既需要预设，也需要生成。新课程课堂教学呼唤高

水平的预设与高质量的生成。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没

有国家课程标准，缺少权威的教材，同时又因它的

专业性与独特性，为此心理健康教育课必须要有科

学严谨的预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强调课堂的真实

性、过程的开放性、师生的参与性、情感体验的深

刻性，关注认知观念的多元碰撞与构建，为此心理

健康教育课堂更需要高质量、鲜活丰富的生成。

一、没有预设就没有生成

（一）预设是什么

教学预设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是保证教学

质量的基本要求。预设表现在课前，指的是教师对

课堂教学的规划、设计、假设、安排 ; 预设表现在

课堂上，指的是师生教学活动按照教师课前的设计

和安排展开，课堂教学活动按计划有序地进行 ; 预

设表现在结果上，指的是学生获得了预设性的发

展，或者说教师完成了预先设计的教学方案。

本文以笔者执教的高中生异性交往主题课程

“你好，爱情”为例，教学预设即课前的教学设计，

课中按照教学设计展开的教学实践，课后学生因加

深对爱情的理解带来的成长。

对心理健康教育学科而言，预设不仅是教师

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进行清晰、理性的设想与安

排，还需要一个“攒教材”的过程。整个过程包括

根据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与认知水平，结合相关理论

知识，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选择、整合

教学素材等。

没有精心的教学预设，就没有高质量的课堂教

学。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中谈到“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预设就是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胸中的“成竹”。

（二）预设从哪里来

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预设要先从“攒教材”开

始。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预设首先应有理论依据。理

论依据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找：第一，教育部印发

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

（以下简称《纲要》），这相当于该学科的课程标准；

第二，学生所处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规律与特点；

第三， 相关主题、专题的科学理论。

以“你好，爱情”为例，在进行教学预设时，

首先，应关注《纲要》中对于高中年级在异性交往

方面的发展目标与要求；其次，要关注高中生异性

交往的发展阶段及认知水平；再次，要关注人际交

往的相关理论与研究。

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预设”还要准确把握具体

的当下的“学情”。具体的当下的“学情”包括：课

堂上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期

待达成的理想目标和水平是什么，而现有的能力、

态度、认知水平是什么；通过怎样的设计、方法来

达成目标等。为此课程的设计者必须深入到学生的

班级中，感受班级团体日常运作的原生态，了解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

问卷调查、座谈会，结合个人观察、经验总结等方

式方法来精准把握学情。

同样以“你好，爱情”为例，笔者通过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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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个人访谈等了解到具体的当下的学情：64%的

高中生认为高中生可以谈恋爱；该班级超过 50%

的高中生有恋爱经历；高中生恋爱的动机复杂而

多样，“异性间的相互吸引”是恋爱的最直接因素。

基于这些具体学情，在进行教学目标预设时，把对

爱情内涵的理解作为教学的重点，同时设置活动

体验、经典心理学实验等环节，引导学生理解“心

动”与“爱情”的不同。

（三）“预设”到哪里去

通常教学预设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这节课

要教什么；第二，要求学生达到的目标水平是什么；

第三，教师提供什么样的材料；第四，采用什么样

的教学方法；第五，在每一个环节里教师如何提

问，预计学生怎样回答。

在找准理论依据、把握具体学情的基础上，教

学预设就要走向可操作的教学设计了。教学设计应

设置清晰明确、可操作、可达成的教学目标，精心

选择适切的教学素材与活动、教学方法、课堂组织

形式、教学软硬件准备等。预设的最终成果之一，

就是教师在上课前完整、可操作的教学设计。

“你好，爱情”预设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心动

与爱情的不同，掌握爱情三原色理论”，通过精心

选择的“吊桥实验”“爱情比萨DIY”“爱情三原色

理论”等素材，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方

法，达成“学生加深对爱情的理解，树立科学爱情

观”的发展目标。

教学预设的过程就像盖房子，对《纲要》、理

论、规律的掌握等预设就是这所房子的地基，地基

打得深，房子才能盖得牢、拔得高；教学目标、活

动设计、教学方法、教学素材等预设则是房子的框

架、结构、各功能室的布局、“软硬”装饰等。做好

这些预设，才算得上“成竹在胸”。

二、仅有预设也会减损生成

生成即创生、生长和构建，是指在真实的课堂

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有效资源，包括课堂氛围的

营造，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沟通，认知观念的建

构、改变，情绪情感的体验与表达，真实问题的呈

现、解决等。

“你好，爱情”一课中，学生通过制作、绘制爱

情比萨现场生成了丰富的可见的基于学生、基于小

组合作学习对爱情的理解。或许学生对爱情三原色

的理解还很稚嫩，但这就是课堂上真实的生成，是

生生对话、观点碰撞、情感表达的生成。

关注生成还蕴含着从学生出发，从学出发，以

学定教的教育理念。关注生成是从关注“教”到关

注“学”的过程，要求根据教学现场学生的表现即

时、灵活调整教学进度、节奏、方法等，是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的动态生长的过程。

没有预设就没有生成，而预设太过则会扼杀

生成，课堂也会因预设过满而缺少了真实、张力与

魅力。“你好，爱情”如果预设，学生在探索爱情

时难以准确把握爱情的核心内涵，而直接呈现爱情

三原色理论，那么课堂上学生对爱情自主探索的生

动的生成就会被预设扼杀。唐代诗人李商隐作“身

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预设之外的

“灵犀”是课堂生成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教学机智

的闪光，在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上尤其珍贵。

三、课堂生成的五种路径

在预设的基础上，如何在教学现场产生丰富的

生成呢？教师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

（一）生成源于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生成性课堂应始终坚持以生为本、为学生服

务的教育理念。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应贴近学生生

活，关注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的真实问题。学生有兴

趣、有体验、有交流，才有话说、有思考、有碰撞、

有触动。这样的课堂才能从“表层”走向“深层”，

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成。

“以生为本”还包括教师是否关注、回应那些

学生在教学现场提出的预设之外的高质量的问题。

有些教师眼里只有“预设”，在课堂上仅仅关注教

学环节的推进、知识的传递，常常忽视、无视学生

的真实表现、反应及疑问，不仅未能将生成的“小

火苗”推动为“燎原之火”，而且在选择性忽视下

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有意将其熄灭。

“你好，爱情”一课正是在尊重和关注高中生

对青春期恋情的向往、超过半数高中生的恋爱实践

及其在恋爱中的困惑等这些真实学情的基础上展

开的设计。正是有了这些“以生为本”的内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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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学生积极投入的过程。

（二）生成源于开放的教学环节设计

生成性课堂需要开放的教学环节与活动设计。

太过结构化、封闭的教学环节会制约学生的探索，

阻碍生成。以心理健康教育课常用的“角色扮演”

为例，结构化、封闭式的设计不仅预设了主题、环

节，甚至连角色的台词都预设好了，学生只能照本

宣科，也就不会有“新鲜”的生成。而开放的设计

则把故事、情节、角色的“导演权”“改编权”交

还给学生，让其自由发挥，从而激发更丰富的现场

生成。

“你好，爱情”一课采用让学生自主探索爱情

内涵的开放的环节设计，才有了学生创作的五、六

种不同成分、不同“口味”的爱情比萨。开放的环

节设计让学生成为“主厨”，才会有视角多元、内

容丰富的生成。

（三）生成源于开放的课堂组织形式

生成性课堂应充分利用小组合作学习，营造安

全、平等、开放、抱持、对话的课堂氛围，充分展

开讨论与对话，让学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展示

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课堂上提供充分的组内分享、

组间分享的时间和机会，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中，不同的观点互相交流、碰撞、激发，进而整合、

总结、提升与生成。

“你好，爱情”在课堂组织形式上充分使用小

组合作学习，面对敏感问题组内充分讨论，分享

时则以“小组”名义展示交流，既避免将个体置于

“风口浪尖”，又促进了组内观点的碰撞与组间观点

的交流。

（四）生成源于有深度的问题与开放式设问

生成性课堂需要有深度的问题，有深度的问题

才能引发深度的思考。课堂设问应善于创造冲突情

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索欲、表达欲、碰撞欲。

有了交流碰撞，才有生成。没有预设之外的生成，

就不会有“灵犀”的闪现。

生成性课堂需要开放式设问。课堂设问要尽可

能地暴露学生的思维方式，进而从学生的自然倾向

出发组织教学。有些教师习惯于问一些封闭性的问

题“对吗”“是吗”“行吗”，习惯于快问快答，学

生齐答、抢答，课堂的思维含量低，“生成”自然

不多。

为此，教师可以从以下角度反思：在这节课上

提出了几个开放性的问题？提出问题后，给予学生

思考的时间是多少？留给学生多少时间进行独立学

习和研究？课堂中有多少时间用于小组自由讨论？

提问有创造性、有个性的人次是多少？学生主动提

问的次数是多少？回答有自己见解的人次是多少？

（五）生成源于教师的自信与开放

生成性课堂还来自教师的自信与开放。有些教

师不够自信，不敢放手发动学生，害怕学生在课堂

上提出预设之外的问题，提出尖锐的问题。有些教

师则习惯于将课堂的主导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习

惯于控制，严格按照“预设”一丝不苟地推进各环

节，而忽略了课堂真正的主角——学生。教师对课

堂的强力掌控，始终将学生的课堂反应导入事先的

预设，看似井井有条，实则死板沉闷。这样的课堂

自然缺少生成。

以“你好，爱情”为例，教师若对青春期恋情

抱持不接纳、“不合时宜”的态度，就谈不上设计

开放的教学环节、营造安全自由的课堂氛围，也就

不允许课堂的预设之外发生，不接受学生有关恋爱

的“尖锐”问题。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一节好的心理健康

教育课既要有科学严谨、贴近学生生活的“预设”，

也要有开放真实、动情动心的“生成”；既要“胸有

成竹”，更要珍视、激发现场的“灵犀”闪现。“预

设”与“生成”，“成竹”与“灵犀”共同构建了一

堂开放、真实、生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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