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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技术在小学心理课堂中的实践
◎ 杨雅琼（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厦门 360216）

摘要：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尚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其思维、记忆、想象等高级认知过程需要依靠生活中的具体事

物。实践证明，具象化技术有助于增强小学心理课堂的实效性。教师可从巧借隐喻、绘画表达、量尺刻划三个方面，

化抽象的概念为具体的行为，指导学生放下防御、自由述说，聚集自身行动，从而优化小学心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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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其思维、

记忆、想象等高级认知过程需要依靠生活中的具体

事物。心理课中涉及的理论、核心概念对于小学生

而言是抽象的，教师在设计活动时需要将抽象的知

识和概念转化为学生能直接进行思维、行动操作的

对象。具象化技术通过具体、直观、可感知、可识别

的载体和形式，化抽象为具象 [1]。教师将具象化技术

运用到课程设计中，能够使活动具有画面感、趣味

性和代入感，激发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唤起学生的

情绪，增强自我感悟。本文基于小学心理课堂中运

用具象化技术的实例，就其操作方法进行探讨。

一、巧借隐喻，化抽象的概念为具体的行为

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形式，是用一个概念去理解

另一个概念，概念本身及概念间的互动都基于人的

经验。这意味着通过可感知的、感性的经验世界来

认知抽象的观念世界，将抽象的概念本体通过隐喻

的路径具象化为感性的喻体 [2]。

教师在心理课教学过程中可结合绘本、故事、

视频的隐喻功能，将其中的人物、角色比作课程中

的核心概念，让抽象的概念变成小学生熟悉的、可

操作的学习对象，增强代入感。学生在观看或倾听

他人故事的过程中能进一步整合自身的经验，拉近

课堂知识与自身之间的距离。

以五年级心理课“小小加水人”为例，本课旨在

培养学生与人为善的积极心理品质。课上，教师引入

绘本《你把水桶装满了吗》，用绘本中“加水人”的形

象隐喻友善的人。通过“给他人加水”，将“与人为

善”这一概念具象化，用水桶里的水比作每个人内心

的感受和好的想法，让感受可视化。师生共读绘本，

之后结合讨论，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个人的言行都会给

他人带来影响，在内心建立友善行为的意义感，学会

主动觉察身边的友善行为。教师还设计了水桶形状的

活动单，鼓励学生将想要表达的友善言语和行为写在

纸条上，贴在他人的“水桶”里为同学“加水”。在愉

快、和谐的活动氛围中，学生们开启了“加水之旅”。

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生们切实体会到了与人为善的

愉悦感，通过身动带动情动、心动，“友善”这个抽象

概念在活动中被转化为具体行为，并逐渐被学生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借助这样的方式，使学生自然而然地

将课堂知识与自身的生命经验相联结。

又如，将“生命的意义”比作 “生命之屋”，巧

借搭建房子的活动， 鼓励学生畅想自己所期待的

“生命之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通过自己的行动

为它添砖加瓦。搭建生命之屋的过程也是学生自主

构建生命意义的过程。

二、绘画表达，让学生自由述说

绘画是一种情感表达的艺术性工具，能反映个

体内在的、潜意识层面的信息。小学生的认知水平

处于从感知运动阶段到具体运算阶段的过渡期，绘

画作为一种直观、具体的教学工具，切合小学生的

认知特点，有助于调动其主动性。绘画的过程能唤

起学生的记忆，激发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让学生有

所思、有所悟，助力学生成长。

通常，教师在上“愤怒”主题课时容易出现学

生对号入座、课堂混乱的现象，引发学生的防御心

理。为此，在上“Hi，我的愤怒家伙”一课时，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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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学生共读绘本《我变成一只喷火龙》，让学生

认识到愤怒是有原因的， 引导学生回忆曾经愤怒

的场景并展开想象，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画出心中的

“愤怒的家伙”。有的学生画了冒火的双眼，有的画

了一团乱糟糟的黑线，有的画了张血盆大口等。学

生讨论过后，我鼓励他们画出应对“愤怒的家伙”

的方式。有的学生画了一个笼子罩住愤怒的家伙并

加以文字解释，有的选择在旁边画一杯水提醒自己

愤怒时可以先冷静下来，有的画了个小人儿告诉自

己愤怒时可以找朋友倾诉。本节课用绘画的方式串

联而成，学生们在愉悦的课堂氛围中自由地述说内

心的感受和想法。看着别人的“愤怒的家伙”，学

生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情绪，只要学会处理

好与愤怒的关系，愤怒就并不可怕。

三、量尺刻划，聚焦自身行动

针对兴趣、能量、内驱力、价值、意义等抽象内

容，教师可将它们进行以下几种具象化处理，让其变

成可评估、可衡量、可操作的学习对象，助力学生明

确自身的位置，关注自身资源及努力的方向。

（一）量化设计

在运用焦点解决短程疗法做心理辅导时，咨询

师会利用数值协助个体将抽象的概念以比较具体的

方式描述出来，即通过刻度化提问，让个体反思自

我 [3]。教师在心理课上可借鉴这一方法并稍加改造，

利用数值评估的方式将抽象的概念以具体、可衡量、

可操作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以 0~10 分的刻度数

值，引导学生对某方面进行评分，评价此时自己的

位置以及希望到达的位置，中间的区域便是学生可

以努力的方向。如此帮助学生更加关注自己当前的

行为、内在的感受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强化学生

的自我反思意识，提高学生的主动性。

在五年级心理课“我喜欢的课程”教学实践中，

大部分学生说自己对技能科比较感兴趣，对主科不感

兴趣。通常，教师会引导学生对某门课程从不感兴趣

到感兴趣，这样的课容易变成说教课且缺乏体验性。

对此，教师可以以量化的方式衡量学生对某一门课程

的兴趣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采用划分“兴趣值”

的方法。例如，借助前后测的方式，在课前和课后分

别对学生进行课程兴趣值的调查，分值越高说明越感

兴趣。开展课前调查，学生分享自己的评分原因，教

师进一步引导和总结，引导学生初步认识到即使是自

己不喜欢的课程也有吸引人的地方。之后，教师指导

学生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做第二次的兴趣值调查。对比

两次结果发现，学生对于课程的兴趣值能通过自主挖

掘课程本身的价值得到提升。数值的使用让兴趣变得

可视化，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将关注点

聚焦于自身的行动上。

又如，将“能量”的概念以 “能量电池”这一

形象的图像呈现出来，并对电池进行分格，引导学

生思考“我可以做哪些事情将我的能量电池充满”，

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借助物理距离具象化心理距离

语言的温度、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是抽象的。在

教学实践中，我运用具象化技术设计了“语言温度

计”这一活动：邀请三位学生上台，一字站开，请

两边的学生分别对中间的学生说一句话（左边的学

生以不友善的语言为主，右边的学生以友善的语言

为主），中间的学生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靠近或远

离他们。活动过程中，中间的学生越来越靠近右边

的学生。这样的活动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学生能

直观地感受到语言是有温度的。

四、小结

综上，教师运用具象化技术优化课堂活动，可

以使活动内容、 活动形式更好地契合小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深化学生的情感体验、价值体验和行

动体验。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段，班本

化的教学理念要求我们在教学设计中全面分析班

级学情，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课堂活动，由

此，具象化技术在心理课堂中的应用仍有诸多问题

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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