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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体验法指的是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

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具体的教学场景，以引起学

生身临其境般的体验，从而促使他们的心理机能得

到发展，优化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心理健康教育

是小学班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教师要根据学生身

心发展的规律，运用心理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良

好的心理素质，促使他们整体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应

该以活动为主，可以采用情境设计的形式，防止学科

化倾向，避免理论化教学。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

重现情境、践行情境、升华情境、延伸情境这五个环

节，构筑情境，引发学生体验，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心

理问题。

一、创设情境，激活真实情绪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和

关注点，并结合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

情境，继而激活他们“此时此刻”的真实情绪。教师可

以采用多媒体演示、回顾生活感受、演绎生活场景这

三种方法创设情境，进而激活学生的真情实感。

情绪管理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教师要

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积极情绪，什么是消极情

绪，学会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通过情境体验法，

可以激活学生的真实体验。利用多媒体法，可以展示

失落、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让

学生了解它们给人带来的影响。引导学生回顾生活

感受，也有助于激活他们的真实情感。教师可以让学

生思考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消极情绪，这有助

于找到应对的方法。如有一名学生谈道：“我平常比

较节俭，总是舍不得买名牌衣服。但是，看到其他人

穿名牌衣服，我总是有说不清的厌恶感，甚至想要故

意将对方的衣服弄脏。我现在知道，这其实是我嫉妒

别人。这是一种不好的心理。”演绎生活场景也是创

设情境的好方法，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生

活片段，让学生演绎出来，和主人公形成共鸣，体会

他们的真实情绪。在创设情境之前，教师要经过充分

预设，先了解学生的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心理问

题，然后再考虑哪些教育方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

注意力。这样才能有效创设情境，丰富学生的心理体

验，为后续的心理健康教育奠定基础。

二、重现情境，强化正向行为

在纠正学生错误言行的时候，如果教师直接说

教，学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教育效果会受到影响。

教师可以重现情境，让学生在演绎的过程中重现错

误的过程，体验这样的言行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什

么伤害。此后再引导学生演绎正确的做法。这样能加

深他们的印象，起到强化正向行为的教育效果。

在学生打架时，教师可以先让他们冷静下来，回

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尝试重现场景。首先，要

让学生探明打架的原因是什么。不少小学生较为敏

感，一些看似无心的话或者无意间的举动都可能引

起他们的负面情绪。如有一名学生想向同学借橡皮，

但是被拒绝，他指责对方“小气”，因此引发了矛盾。

还有一名学生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但是没有道歉，

因此而引发争端。教师要让他们搞清楚原因，并找到

对应的正向行为。例如：向他人借东西的时候要说

礼貌用语，即使对方拒绝，也不能恶语相向。又如，

踩到别人要及时道歉，适当解释原因，寻求他人的谅

解。其次，要重现打架的过程，让学生明确打架对彼

此造成的伤害，并思考什么才是正向行为。如有一名

学生表示：“原本我只是踩脏了对方的鞋子，擦一下

就没事了，但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和对方打架，结

果把对方的衣服也弄脏了。我要帮对方清洗衣物，并

真心道歉，寻求对方的原谅。”最后，教师让学生积

极践行，在以后的生活中重现正向行为，避免做出打

架斗殴等不正当的行为。

三、践行情境，调适应对策略

在学生明确了什么是正确行为后，教师要设置

情境体验法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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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小学班主任工作中，教师可以采用情境体验法辅助展开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心
理问题。在创设情境中，要激活学生真实的情感；在重现情境中，要强化学生对正向行为的认可；在践行情
境中，要帮助学生调适应对心理问题的策略；在升华情境中，要鼓励学生反思处世思想；在延伸情境中，要
引导学生实现自我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创设情境，让学生深化认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关键词】情境体验法；心理健康教育；小学班主任



32

专题研究 新教育	科研 2024 04（总第 600 期）

践行情境，帮助学生调适自己的言行，找到解决问题

的策略。教师要因材施教，结合不同学生的学情加以

引导，这样才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有的学生存在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学校恐

惧症、厌学等问题。这些学生表现出的状态虽然相

近，但是引发问题的原因却各不相同。故此，教师要

先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然后根据不同的原因帮助

他们调整心理，找到应对策略，并积极践行。如有的

学生害怕学习是因为性格原因，这部分学生内心脆

弱，在面对他人批评的时候容易产生消极心理。对此

类学生要力求激发他们的自信心。教师可以让他们

参与一些自己擅长的活动，让他们反复体验成功的

情境，然后再鼓励他们大胆尝试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还有一些学生因为父母离异、父母长期分居等家庭

原因而引发心理问题，造成无心学习，进而产生厌学

心理。对于这些学生，教师要积极联系家长，得到他

们的支持，重塑温馨的家庭氛围。父母离异且依然单

身的家庭，父母可以每周聚会一次，和孩子一起开展

亲子活动。重组家庭则可以让孩子和继父或继母多

接触，一起参与亲子挑战项目，增进感情。有的学生

是没有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教师可以给他们创设

一个良好的学习情境，让成绩好的学生做他们的同

桌，鼓励他们课余参与兴趣小组活动。在引导学生调

适应对策略时，教师要以引导为主，避免直接命令学

生。这样能引发学生深刻的体验，让他们反思自己的

言行，找到不断提升自我的方法。

四、升华情境，反思处世思想

在升华情境环节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提升道德

观念，让他们分享真实体验、感受，表达对事物的认

知，反思自己的处事态度。教师可以创设互动交流情

境，让学生回忆曾经的生活经历，畅谈解决问题的方

法。这样，他们能从同伴的建议中得到启迪，进而解

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有的学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他人，尤其是在面

对一些不良的邀请时，他们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此陷入纠结的状态，产生心

结。对此，教师可以设计“你可以大胆说‘不’”主题

活动，反复呈现两种“拒绝”场景，让学生各自陈述

或演绎自己的解决方法，展现处世之道。第一种“拒

绝”场景是“如何拒绝他人善意的邀请”。它指的是

有同伴邀请参加生日宴会、参加文娱活动，但是自己

不想去，该如何拒绝。不同的学生拒绝方法不同。有

的选择找其他借口拒绝，如告诉对方：“我今天晚上

有事。”有的选择直接拒绝，并表示抱歉，如：“感谢

你的邀请，但是很抱歉，我不想参加，我不太喜欢热

闹的场合。”可以让学生分别演绎，说说哪种方法能

更好地展现友善的处世之道。第二种“拒绝”场景是

“如何拒绝他人不良的邀请”。它指的是如何处理赌

博邀请、合伙偷窃等行为。此时教师要着重引导学生

思考如何衡量“人情”和“法理”之间的关系，怎样

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正确应对这些情况，升华自己

的处世思想。

五、延伸情境，实现自我完善

延伸情境指的是引导学生拓展思考，探究如何

将自己掌握的方法运用到其他的方面，又或者是帮

助其他的人。这样能促使他们由己推人、由近及远，

逐步增强内心体验，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

结合同学之间争吵的具体案例，教师创设情境，

让学生探讨“劝架”的艺术，思考如何才能切中对方

的心理需求，劝说对方冷静思考。在学生掌握了劝说

的方法后，教师可以延伸情境，引导他们解决生活中

的类似问题。例如：“在家庭生活中，如果父母吵架

了，你该如何应对呢？当你劝架的时候，如果被父母

说：‘你是个小孩子，懂什么？’你觉得该如何应对

呢？”“在社会生活中，如果看到他人争吵，你会去

劝架吗？有人认为劝架有可能会引火烧身，还是明

哲保身比较好，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结合这些

例子，学生认识到自己还有不少地方需要完善。一是

在劝说他人的时候，自己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

自己越说越生气，也加入到争吵中，反而越帮越忙。

二是要提升解读他人内心的能力，要懂得结合现实

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进行劝说，这样才能切中要害，提

高劝说效率。三是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要做到公

正公平，避免在劝说他人的时候“拉偏架”，引发不

必要的麻烦。如此延伸情境，有助于学生端正思想、

自我完善。

杜威曾说：“教育的艺术就在于能够创设恰当

的情境。”创设教学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动力，促使他们形成深刻的内心体验。教师要让学

生在层层递进的情境体验中完善自我生成、自我发

展，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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