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积极心理学取向下使用团体技术，旨在

用团体驱动力提升学生的参与感，为学生提供

积极情境的体验，从而提升学生参与课堂的主

动性，让他们在温暖、安全、舒适的环境中主动

参与、积极互动并收获成长。本文主要从积极

课堂氛围的营造和课堂资源的积极回应两个方

面，介绍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团体技术在课堂管

理中的应用。

一、以学生为主体，营造积极的课堂氛围

积极的课堂氛围具有包容性强、开放度高、

自主性强等特点，可以使用设限、阻止、支持、积

极关注、连接、反馈等团体技术。

1.设限和阻止技术。

在积极心理学取向下灵活使用设限技术，

能让学生拥有分享自我的勇气和鼓励他人的意

识，为创设积极的课堂氛围提供先决条件。以

八年级心理辅导课《生命的意义》为例，该课的

课堂公约为：开放自我、积极分享、认真倾听、尊

重他人、鼓励接纳、拒绝批评、禁止传播。这里

使用了设限技术，用真诚约定的方式尽可能减

少后续活动中消极情绪和行为的出现，让学生

明白心理课堂是包容和安全的。

创建积极课堂不代表要对课堂上出现的任

何行为都采取放任或肯定的态度。当出现消极

能量时，教师要及时使用阻止技术，并注意在阻

止的过程中做到温暖而坚定。如在心理辅导课

《生命的意义》课堂上，有一名女生分享：“我希

望找到一份好工作，还有一个好对象。”此时，有

男生发出嘲笑：“哦，你空虚、寂寞了！”该女生非

常尴尬，出现了消极情绪和阻抗。根据阻止技

术，教师在及时制止后并未直接批评男生，而是

先与女生对话：“老师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希望

自己未来能够成家立业，爱情事业双丰收。你

【摘 要】团体技术是课堂管理中常用的技术手段，包括控场技术、保护技术和回应技术三大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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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勇敢地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这既是诚实的表

达，又是勇敢的宣言。”随后，教师对话起哄的男

生：“你们说是吗？”在这里，教师未对嘲笑者进

行指责，而是用积极的方式阻止了负能量的传

播，鼓励了受到伤害的女生，间接地向所有学生

进行了积极的价值引导。

2.积极关注技术。

积极心理学强调将重心放在学生的积极行

为上，用正能量和正念去改善消极行为与观念，

让学生感受被关注、被支持。查缺补漏是传统

课堂的重心，在积极心理学导向下，教师要把关

注点更多地放在认可学生的优势资源上，从而

帮助学生把精力聚焦于寻找学习的动力。

高一年级心理辅导课《合作的力量》的主题

活动“加油站”要求：在卡片上写下名字、擅长科

目、弱势科目，互相交流后在小组内根据所写信

息形成互助关系，制定出合适的互助方案。

如果只是让个别成绩优异的学生分享学习

经验，会让学习成绩不够优秀的学生产生逆反

或者自卑的心理。如果与自己进行横向或者纵

向比较，每个人都有称得上优势的科目。当学

生发现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并且彼此的

关系从竞争变成互助，暂时落后的学习状态就

会被学生悦纳。活动中，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

全面分享，正确审视自己，并学会与他人建立积

极关系，结成同盟，互助合作。在分享的过程

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关注身边所

有人的学习情况，肯定他人的优势，用温暖的态

度回应他人的不足，真诚地为他人提供帮助。

二、抓住课堂资源，进行积极回应

如果教师能够对课上即时生成的资源进行

积极回应，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感，还

可以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因此，教师要

善于抓住课堂的生成资源，给予积极引导。对于

比较抽象、晦涩或者是敏感的话题，教师注意对

可能出现的负性课堂资源进行积极回应。

1.积极关注与聚焦技术。

积极关注与聚焦技术常用于对课堂资源的

回应，强调尊重学生的个体化和主体性，能营造

温暖课堂，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如，以

往在讨论梦想话题的时候，很多学习成绩比较

落后的学生常扮演冷漠的旁观者。如果不能解

决这个问题，讨论就会浮于表面，课堂效果难以

落到实处。为此，可以采用积极关注与聚焦技

术，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化差异。

以高一年级心理辅导课《三年后的我》为

例，在主题活动“我的梦工厂”中，向学生展示 4
个案例，分别是 4名学生对他们未来不同人生

阶段的生活状态进行的畅想与描述：

小A，40岁。我经过努力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每天早上开车去公司，开始忙碌的一天，中午陪客

户吃饭，晚上下班回家陪妻儿，有说有笑很开心，

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不见了。这个时期，我除了忙

自己的工作，重心在培养和教育孩子上。

小 B，20岁。我是一名大学生。早上起床

洗漱，上课不迟到。中午玩一会儿，然后休息。

晚上复习一下功课，睡觉。

小C，20岁。我会和女友一起读大学，一起

梦想自己的未来。中午，会和同学一起吃饭，聊

聊各自的学业和生活。晚上，跟女友一起吃饭，

然后回宿舍看书、睡觉。

小D，60岁。我应该是退休在家。早上出

去锻炼，中午看电视，晚饭后散步。

教师提供评价标准，分别是具体性：对梦想

描绘的详细和清晰程度；重要性：对梦想的关心

程度；可控性：自己能决定梦想实现的程度；乐

观性：对梦想的期望程度和美化程度。学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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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上述 4名学生的梦想进行评价，并思考自

己应该如何描述和设计自己的梦想。

在课堂上，教师要向学生澄清：每一个梦

想都值得被尊重。只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具体

化的描述，平凡朴实的梦想也可以很美好。这

里运用积极关注技术避开了学生目前现实水

平的差异，同时运用聚焦技术让学生聚焦每一

种梦想的动力价值，体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的尊

重和接纳。

2.积极赋义技术。

积极赋义技术是运用积极的语言和态度回

应学生，并非一味夸奖或恭维。简单的理解就

是，教师在课上把“如果不这样就好了”的资源，

通过积极赋义转化为“如果能那样就更好了”。

以高一年级心理辅导课《学习动机》的课堂

片段为例：

学生 A：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学习。

但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也是学习。

教师：我觉得应该给A的回答点赞。罗曼·

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

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学习很辛

苦，这位同学目前真实的想法是害怕，但他依然

能够勇敢地认可学习的重要性，不厌恶，不逃

避，这不是勇气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份勇气，带

着这种清醒的认知，老师相信你未来可期。

课堂是一门互动的艺术。教师需要及时倾

听，掌握课堂生成的资源并进行回应。课堂生

成资源并非都是正面的，这就需要从积极心理

学的角度出发给予积极的回应。上述案例中的

课堂片段就体现了教师巧妙捕捉课堂生成的资

源，并给予积极赋义的专业性。

总的来说，积极的课堂立足于培养学生健

全的人格，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和参与性。积极团体技术为创设积极、温

暖、有效的课堂提供了实操性强、实用性广的实

践方法。这些技术不仅能够在心理课上进行运

用，而且对于其他学科的课堂管理具有可行性

和普适性，是催化学科课堂动力、提高课堂管理

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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