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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护心护心””教师教师

微评

张晓燕

作为一名拥有30年工作经验的心理
教师，我深知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
迫切性。在考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
书后，我不断提升自己，先后取得了育
婴师证、传统文化师资证书、催眠师
证、家庭治疗师证等多项专业证书，力
求从更专业的视角帮助学生。

但是，我一个人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
的。基于心育师资不足、家长重视不够等
突出问题，2011年安徽省淮北市教育局成
立了淮北市张晓燕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
作室。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今天的14
个人，我们工作室从最初的“星星之火”渐
渐有了“燎原之势”，一步步成长为推动本
地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机制营建打造高效生态链

我们工作室采用了“核心引领+多元
参与”的运营机制：核心层由我领衔，
联合学科专家与骨干教师进行战略规
划、资源整合与专业指导。其中，我负
责精准把握工作室的发展方向，牵头策
划市级心理教育项目；学科专家们引入
高校前沿理论，确保我们的服务具有科
学性；骨干教师通过参与课题、磨课研
讨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将实践智
慧转化为可复制的经验。工作室成员职
责分工明确，形成了“头雁领航、群雁
齐飞”的良好格局。

在资源整合上，我们打通了“高校—

机构—本土”资源链：与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淮北市心理卫生协会等建立
长效合作关系，定期开展涵盖家庭治
疗、危机干预等领域培训；线上搭建

“心育云库”，汇聚100多节精品课例、50
多个典型案例、30多篇学术论文，方便
成员检索学习；线下鼓励成员共享原创
课件、活动方案，营造“人人是资源、
资源为人人”的教育生态链。

为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
们建立了考核激励机制。考核内容包括
参与工作室活动的次数与表现、教学业
绩提升情况、课题研究成果、资源分享
贡献度等指标。定期考核，并通过颁发
荣誉证书、推荐参加高级别培训与学术
活动、优先参与工作室重点项目等对优
秀成员进行表彰奖励。对未达到考核要
求的成员，我会与他们谈心谈话，帮助
其分析原因，制定改进计划。工作室逐
渐形成了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多元培养淬炼专业底色

基于差异需求，我们进行分层培
养、精准滴灌。工作室成员教龄分布范
围广，为此我们实施“三阶段培养计
划”：教龄小于3年的新手教师，我们为
其配备资深导师，通过“观摩—模仿—
实践”三步法帮助他们入门；针对教龄
在3—8年的熟手教师，聚焦校园欺凌干

预、考前焦虑疏导等痛点问题开展工作
坊研修，鼓励他们参与市级课题；针对
教龄8年以上的骨干教师，着重培养他们
的引领能力，使其领衔区域教研项目。

实践赋能是工作室培养人的重要方
式。工作室每月开展一次教师培训，成
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市级公开课、至少
指导一名青年教师，每学期开展一次校
级公开课、3次送教下乡活动，每周开展
两次团体辅导。除了上好课，成员还需
承担本校的心理测评、心理咨询、心理
讲座等工作。工作室每年约有200多例热
线咨询，尤其在面对危机事件时，我们
会积极联系公安、消防、精卫中心等相
关部门，尽一切可能保障孩子的生命安
全。常有家长打来感谢电话，这让成员
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科研方面，我们坚持“问题即课
题”。近 3 年，我们立项了 10 项省级课
题、7项市级课题，成果转化显著：撰写

《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 等心理健康教育
专著，研发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系列
微课。我带头攻关“积极心理学在农村
小学的应用”课题，相关论文获得省级
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

志愿服务彰显教育担当

除了专业能力提升，我们工作室还

热心志愿服务。
在送教下乡方面，我们的足迹遍及

30余所乡村小学。每次送教下乡前，我
都会提前调研留守儿童占比、教师心理
辅导能力等情况，定制抗逆力培养、隔
代教育指导等主题课程。如在濉溪县蒙
村小学给200余名留守儿童开展“给远方
父母的一封信”团体辅导。我们的送教
形式多样，骨干教师示范授课100余节，
培训乡村教师1000余人次，推动乡村学
校心理健康开课率提升至 70%。我们还
与 20 多所乡村小学结对，定期回访评
估，相关经验得到了淮北市教育部门的
认可和推广。

在无偿咨询方面，我们每天放学后
开放咨询室，打造“全天候心育港湾”，
成员牺牲午休、周末时间，让校园咨询

“不打烊”。近 3 年，我们累计接待个案
1600 余人次，见证了“耐心倾听+家校
协同”的神奇力量；我们坚持社会服务

“零门槛”，让每个心灵都能无负担地寻
求帮助。工作室年均开展公益讲座40余
场，惠及家长万余人，成为市民口中的

“心灵120”。
在创新载体方面，工作室2024年联

合淮北市传媒中心打造了“晓燕老师工
作室”“听话好爸妈”视频账号，推出

《青春期孩子的情绪问题该怎么破》《家
长越示弱孩子成长越快》等短视频190多
期。我们还组织了线上读书会，300余名
成员通过共读形成了“自助—互助—助
人”成长闭环。

（作者系安徽省淮北市心理健康教育
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淮北市教育局心
理健康教育兼职教研员）

星火破局 心育燎原

赵娜

三年前，我在学校创办了木艺工作
室。近千名学生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而小
雅的故事，是其中最动人的一章。

小雅是个安静内向的孩子，我第一次
注意到她，是在木艺社团的招新会上：其
他学生都在热烈讨论着要雕刻什么元素，
只有她安静地站在角落，专注地抚摸着一
块老榆木的纹理。

“你喜欢这块木头？”我走过去问道。
她抬起头，怯生生地说：“老师，您看这
里的纹路，像不像年轮在诉说着故事？”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她的手指轻轻划过
木纹，眼睛亮晶晶的，那专注的神情让我
动容。后来，我经常看到小雅放学后还留

在工作室，她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急于完成
作品，而是会花很长时间观察木材，仿佛
在与木头对话。

有一次，我给学生播放了一段关于
“鲸落”的纪录片，当画面中巨大的鲸鱼
缓缓沉入深海，周围逐渐聚集起无数海洋
生物时，我注意到小雅的眼眶湿润了。

“老师，我想用木雕表现这个画面。”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我不知道该从哪
里开始。”“艺术创作就像鲸落一样，需要
时间的沉淀。不要着急，我们先从了解材
料开始。”我带着小雅来到材料室，她小
心翼翼地触摸每一块木料，认真向我询问
每种木材的特性。当她选中一块胡桃木
时，我暗自点头——她的眼光很准，这块
木料的纹理确实很适合表现深海主题。

我爱看小雅雕刻的模样，砂纸摩擦木
纹的沙沙声，刻刀与木材碰撞的笃笃声，
共同筑起天然的心理结界。当她因反复修
改而焦躁时，我会指着窗外的梧桐树说：

“你看那些被雷击过的树木，伤疤处往往

最坚硬。”渐渐地，她学会了在挫败时闭
目深呼吸，让木屑的清香平复情绪；学会
了怎样使用不同目数的砂纸，将急躁打磨
成从容。

然而，创作的过程并不顺利，她的作
品在即将完成时突然断裂。看着她慌乱无
措，我拿起断裂的部分说：“你看，这个裂口
多像生命消逝的痕迹？有时候，意外也能
成就艺术。”她愣住了，随即眼睛一亮。接
下来的几天，我看着她将断裂处改造成鲸
体分解的画面，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创意
让我欣慰不已。

作品完成那日，整个工作坊都为之惊
艳：深褐色的胡桃木上，鲸鱼的骨骼化作
海底山脉，与木纹完美融合，周围的海洋
生物栩栩如生，断裂处绽放的珊瑚暗示着
新生的开始。最令人动容的是小雅的创作
手记：“每次雕刻到疲惫时，我就把额头
贴在木头上，仿佛能听见年轮里传来大海
的潮声。”的确，木艺能够温润学生的心
灵，润的是在失败中站起的勇气，是在重

复中安住的定力，是在残缺中看见完整的
智慧。

在社团展览大会上，小雅站在作品
旁，自信地向其他同学讲解创作理念，灯
光洒在她身上，衬得她的笑容格外耀眼。
我望着小雅被学生们簇拥的身影，忽然明
白了刚开始学雕刻时师傅的话：“好木头
会说话，好老师要当传声筒。”如今我才
真正明白，木艺教育从来不只是培养匠
人，而是让人学会在裂缝中看见星河。

在小小的木艺工作坊内，我见证了许
多个“小雅”正在木艺中生长：有的从急
躁变得沉稳，有的从怯懦变得坚韧，有的
从迷茫走向笃定……这让我确信：这不仅
仅是一堂木艺课，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
成长。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第五中
学教师）

在裂缝处雕刻“心”光

王九红

无论课前预设如何充
分，课堂上总会出现意外的
新情况，让教师无法从所学
理论与过往经验中找到应对
之法。此时，需要教师灵机
一动，想出一个恰当的新办
法，这就是教学机智行为，
是教师内在教育智慧的外在
显现。教学机智行为要应对
的是具体情境中的生成性事
件，留给教师思考的时间很
短暂，似乎如同羚羊挂角，无
迹可寻。但只要我们了解其
主要表现与生成机理，再经
过长期修炼，也可以将“妙手
偶得”变为“信手拈来”。

从外在表现来看，教学
机智行为往往有以下特征：

一是接得住学生的话。
为什么教师很难从容地接好
学生的回话？因为学生的回
答就像新手队员传出来的篮
球，在角度、力量和时机等
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好的接
话要做到“三提”，即提取
话中之意、提炼答话中的资
源、提高学生话中之意的层
次。这需要教师时刻保持警
觉，做到既耐心倾听又及时
行动。

二是能化解突发难题。恰当化解的方法千差万
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例如，当学生情绪激昂、
行为激烈时，教师要善于减力，以柔克刚。化解难
题的境界有“救失”和“长善”两种。“救失”是
指教师对课堂突发事件进行止损处理，“长善”是
教师在止损的同时还能借题发挥，取得超预设的好
效果。

三是善启发学生思考。首先是善于调动学生的
主观积极性，激发其内在求知欲。其次是把握帮助
的时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再次是要找准支
点，搭好梯子。需要强调的是，梯子不要一次到
位，要由远及近地搭，既让较优秀的学生去“跳一
跳摘桃子”，也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得到思考机会。

总之，“接”“化”“发”三个动作各有其要
领，协同连贯成为整体，其前提是教师能够发现教
学活动中带有发展苗头的微小事件。

那么，教师如何生成教学机智呢？教学机智具
有复杂性、情境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就像“跳荡在
教学情境中的燧火”，但它是有生发机理的。

冯契先生的“转识成智”理论认为，人的认识
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无知到有
知，这是一个知识量的积累过程。第二阶段是从知
识到智慧，这是一个“顿悟”的过程。据此，我们
建构了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教学机智生成模型：底
层是教师的知识系统 （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中层是情感系统和信念系统，上层是教学机
智。当教师就某一复杂事件的认知、情感和意志达
到理性自明、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状态时，就能顿
悟出教学机智。

一是理性自明。教师拥有的丰富知识可概括为
学科知识、学生知识和教学知识三大类。三

大类知识相互叠加，交集即学科教学知
识，它揭示了教师专业知识的核心所在，
这是教师专业素养重要的衡量标志，也
是教学机智行为产生的基础条件。具体
而言，当教师教学中突遇某一事件时，
他看透了事情的真相，洞悉了问题的本
质，此时就达到了“自明”状态。

二是意志自主和情感自得。教师要
能“意志自主”，即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既
不会被外界的力量所控制，也不会受自己

不良的教育观念所束缚。教师的“意志自
主”不是任意妄为，机智行为不仅要“恰

当”，还要“正当”。同时，教学机智是一种伴随着
愉悦情感的行为，教师要想生发出机智的行为，就
要“情感自得”，心爱学生、好为人师、乐于育
人。试想，一位愁眉苦脸的教师难以心平气和，也
不可能让学生心情舒畅、如沐春风。

三是顿悟。在“意志自主”的条件下，教师处
于“理性自明”状态产生的诸多想法经由“情感自

得”的筛选调控化为具体行为，这就是
“顿悟”的过程，是认知、情

感、信念和意志诸
多因素就某一具体
事件在瞬间达成的
统一行动，其背后是
教师不断“渐悟”从
而实现质变的结果。

（作者系江苏省名
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正
高级教师、小学数学特级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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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聚焦

教育叙事

在长沙市岳麓区实验小学“心语
花溪”心理成长中心的情绪宣泄室，
学生通过涂鸦放松心情。

陈泽国 摄（新华社发）

扫码观看：
《教学机智的生成》
主讲人：王九红

5月25日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对在今年5月开展第2个全国学生
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作出部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受到重视，推动了一些传统心育师资难题的
解决，一支优秀的心育教师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本期聚焦“护心”教师，去寻找那些源自教师的、可以
破局的力量，发现教师在课堂上生长出来的、正在流淌的“护心”智慧。 ——编者

共同体建设

郭玉良

近年来，教育部多次强调全体教
师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职责担
当，不仅是在向心理健康教师传递政
策信号，更在指引教育文明的进化方
向——每位教师都应成为学生心理健
康的“护心人”。

有的教师说：“我是科任教师，只
管成绩就行。”但试想，一个焦虑的学
生如何专注学习？一个自卑的孩子怎
能勇敢提问？知识需要心灵的土壤才
能生长，而教师，恰恰是耕耘这片土
壤的人。心理健康不是教育的“附加
题”，而是所有教育目标的“基础分”。

学生的心理问题常常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显现，班主任和科任教师作为
频繁接触学生的群体，具有观察和早
期干预的天然优势。成为学生的“护
心人”，并非让教师替代专业角色，而
是强调每一位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责
任，通过日常观察和基础支持，与专业
干预形成互补。

例如，科任教师作用的发挥，可
以是作业本里一句“最近字迹有点儿
急，遇到困难可以找我聊聊”的批注，是
学生答错问题时那句“我也曾在这道题
上卡住，再来一次”的鼓励，是发现异常
后悄悄联系班主任和心理教师的那条
信息……这些小小的行动如一盏盏
灯，能让学生知道“我看见你了，我
在这里”。

成为学生的“护心人”，要从维护
教师自身心理健康开始。飞机安全广
播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您与儿童相

邻而坐，请先戴好自己的氧
气面罩，再帮儿童戴好氧气
面罩。这个安全顺序给了我
们启发：教师要呵护学生的健
康心理，首先要维护自身心理
健康。教师要形成健康的生活
方式，提高职业认同和压力应对
能力，学会简单的放松训练，丰
富自己的社会支持。教师只有先
成为“有光的灯塔”，才能照亮学
生。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
工程。当我们不再将心理问题视为

“麻烦”，而是看作教育的“第二课
堂”，当每位教师都能以专业而温暖的
姿态告诉学生“我看见了你的挣扎，
我愿与你共同面对”，这便是教育最动
人的模样。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岳雅高级中学
心理健康教育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心理健康是教育的“基础分”

采用“核心引领+多元参与”的运营机制

基于差异需求，进行分层培养、精准滴灌

始终坚守初心，坚持社会服务“零门槛”

■
■
■

每个教师都是护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