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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描述

心理健康课也叫心理活动课，可见活动在心理

健康教育课里的重要性，但在活动中，因为教师预

设不足、活动规则本身设置考虑不周、学生自身参

与度不高等原因，会出现学生“落单”的现象，即

团体活动中，有的学生“游离”在活动外。这种现

象的发生，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给学生造成心理

的压力与痛苦，而且也会影响课堂活动效果，甚至

是整堂课的顺利进行。因此，本文将通过实际案

例，结合教师的工作经验，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给出一些应对方法，供大家参考。

二、原因分析及应对方法

（一）预设不足造成学生“落单”

原因分析：

课前准备时，教师对要进行的活动理解不充分

或是未考虑多种可能发生的结果，课堂上常常会造

成学生“落单”，特别是涉及分组活动时，这种现

象更常见。例如，在进行团体热身或是分组时，常

使用到“马兰花开”活动，即根据教师所说开几朵

花，相应地几个学生就组成一个小组。有一次听课

时，教师说开“两朵花”，因当时授课班级人数是

奇数，于是有一位学生“落单”了。这位被落单的

学生望着其他已经“组队”的同学，立即低头沉默

不语，因班级人数多，且该活动为热身活动，授课

教师没有关注到这位学生而是继续授课，但可以观

察到，该学生此时已经承受了较大压力。

应对方法：

教师在组织每一个活动前，应尽可能了解该活

动规则和班级情况，避免有学生“落单”，如果活

动中必须要有学生“落单”才能达到活动效果，那

么可以安排几个学生一起“落单”。如果有人一起，

特别是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些“落单”的学生

就是一个团体，学生就不再是独自承担压力。

例如，在“马兰花开”活动开始前，教师可以

让男女生分别排成一组报数，这样就知道班级总人

数与男女生的人数，教师在喊开花的朵数时，如果

活动目的是分组，那么喊出来的数尽可能是班级

人数能除得尽的，如果只是为了热身，需要有“落

单”的学生，那么可以安排几个学生同时“落单”。

比如班上有 39 人，如果喊开 3 朵花，不会有剩下

的学生；如果喊开 13朵花，可以分为 3个小组。如

果喊开 4朵花，那么剩余 3个人；如果喊开 7朵花，

那么剩余4个人。因为每次被落单时都“有伴”，学

生感觉会好一些。

（二）规则设置造成学生“落单”

原因分析：

有一些活动，因为活动规则设置的原因，无

论班级人数多少，最终都会有“落单”的学生。例

如在“超级进化论”这个团体活动中，学生采用两

两猜拳的方式，按“鸡蛋—小鸡—大鸡—凤凰”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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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游戏（即鸡蛋最终进化到凤凰），赢的学生进化，

输的学生退化。因为要求只能与“同类”猜拳，即

鸡蛋与鸡蛋、小鸡与小鸡猜拳，以此类推。最终活

动结束后，无论班级人数如何，都将会有 3位学生

由于没有“同类”猜拳而“落单”。再比如“坐地

起身”“珠行万里”等活动中，因为涉及比赛公平，

会要求比赛小组的人数相同。一般在活动前会进行

分组，而分组后有小组人数多了或是少了是常见现

象，这样总有一些学生会“落单”。

应对方法 1：积极反馈，反馈“落单”这事的

积极意义

以“超级进化论”活动为例。学生们通过剪刀

石头布PK，赢的学生按照鸡蛋—小鸡—大鸡—凤凰

一路进化，成为凤凰就站到讲台上，输的学生就退

化，不管全班人数有几个，最终都会剩下三位学

生，分别是鸡蛋、小鸡、大鸡的角色。这时候，被

剩下的学生常常感叹自己运气不好，老师可以把

他们召集在一起，向全班学生说：“刚刚我们有三

位同学没有进化成‘凤凰’，他们说是因为运气好，

其实真正的原因他们忽视了，即已经没有更多的

‘同类’和他们 PK了，如果有，老师相信他们肯定

会进化成功的！老师觉得他们很棒。首先，他们一

直在尝试，并且一直遵守游戏规则坚持到了最后，

让我们为他们的坚持鼓掌！其次，正是因为他们的

积极参与和奉献，所以其他同学才能顺利进化，我

们感谢他们的付出。现在欢迎他们归队！”就这样，

虽然在活动中没有进化成“凤凰”，但是这三位学

生也因为教师正面的反馈而减少挫败感和体会到

活动的价值。

应对方法 2：赋予特权，让“落单”的同学感

受被需要

以“马兰花开”活动为例。在一次授课时，班

级人数为 42，教师想把学生分为 5组，于是喊了开

8朵花，毫无疑问有2名学生“落单”了，其中有一

位比较文静的男生，在同学们组队时没有参与，而

是站在原处，最终只能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落

单”。授课老师看到后，把他和另一位“被落单”的

男生召集在一起，然后对其他学生说：“刚刚同学

们已经形成了小组，按照规则，每个组多一个人或

者少一个人，小组都不成立，现在这两位同学牺牲

自己，成全了大家的分组，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掌

声呢？”听到这样说，学生中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老师接着说：“因为这两位同学的付出精神，老师

将赋予他们一个特权，即可以加入任意一个小组，

而且在之后的比赛中，他们所在的小组可以免除惩

罚或是加分一次。俗话说，人多力量大，现在所有

的小组都可以邀请他们的加入，当然，最终去哪个

组由这两位同学自行决定。”老师话音刚落，就有

学生来邀请这两位同学，甚至有些热情的学生直接

叫了全组的同学来“抢人”，这种积极热烈的氛围

也感染了两位“落单”的学生，在之后的活动中他

们积极参与其中。

应对方法 3：巧设角色，让“落单”的同学有

事可做

以“珠行万里”活动为例。该活动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报纸运输小球”的比赛，为了比赛公平，

要求运球人数相等，为了方便，常以小组人数最少

的成员数为参加活动人数。比如有三个小组参与活

动，要评出一二三名，小组人数分别为 9/10/11，以

每组出 9人或是少于 9的人数参与比赛是常见的做

法，这时就会有几位学生“落单”。如果教师没有安

排，这些“落单”的学生，一来觉得自己是被大家

“踢出来了”，不能参加活动，心理会有落差；二来

因为无所事事，进而会影响活动的效果。为了让学

生们都参与进来，教师宣布：运球的同学请认真准

备，刚刚被“挑出来”的几位同学有重要事情要做：

将成为我们的“监督员”和“计时员”，来保证游戏

有序公正地进行。然后教师给几位落单的学生说明

“监督员”“计时员”的职责以及如何交叉监督与计

时。这样，既让所有学生参与了活动，又保证了活

动顺利公平地开展，可谓是一举多得。在活动中，

可以设置的角色除了“监督员”“计时员”外，还有

“观察员”“安全保障员”“记分员”“老师助手”等，

可以依据活动目的，巧妙设置。

（三）学生因个性特点“落单”

原因分析：

在活动中，有的学生因害羞、内向等自身原

因，当需要小组合作完成相关任务时，会拒绝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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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队，或是要求一个人一组，甚至是虽然加入了

小组，但是不参与小组的活动，这样就造成该学生

“落单”了。

应对方法：

在活动中，会遇到学生各种各样的反应，教

师应该明白，学生这些反应的背后，肯定有他的原

因，因此，在课上可以尽量尝试邀请学生加入活

动，如果学生坚持自己的想法，教师要尊重学生的

决定，但在课后要了解相关的情况。例如，在一次

授课中，教师组织了分组和小组分享活动。有一位

学生听完规则后，迟迟没有加入任何小组，当老师

询问时，他说：“我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喜欢我，

我就不参与了。”尽管老师努力劝说，该学生还是

坚持自己的想法，于是老师和他商量，让他在旁边

看看大家的活动，听听大家的分享，如果想要参与

随时加进去，该学生同意了。之后，授课教师一直

关注该学生，发现他虽然坐在小组外，但也没有做

其他事情，而是在认真听同学们说什么，于是授课

教师找到一个气氛活跃的小组，发动学生们再次邀

请他加入，在老师与同学们的热情邀请下，该学生

加入了小组。课后，授课教师了解到，该学生比较

内向害羞，平时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不太爱说话

也不爱参加活动，于是教师找到班干部和心理委员

商量，能不能在以后活动中带上这位同学，他们同

意了，经过一个学期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和主动邀

请，最终这位学生也积极加入班级活动中来了。

三、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因此，教师

在课堂上要关注每一位学生，在活动中，更是要营

造好良好氛围，做好预设，努力让每个学生积极参

与到活动中，不做课堂的“局外人”。如果因为种

种原因，有学生“落单”时，教师一定要关注身处

其中的学生，积极采取一些应对方式，不让该学生

“游离”于课堂之外。教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教

与学的工作，而是一种双边的互动，教师只要有一

颗善于关注、关心学生的心，一定能有更多巧妙的

设计与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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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玲，山东聊城第二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生涯规划师，心理学硕士研究生。

岳老师从2015年开始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筹建聊城二中心理咨询室，完善心理咨询各

项设备设施，做好学生个体、团体咨询工作，成立学生心理社团——爱心社，利用学校德育简报《心

灵驿站》板块宣传心理健康知识。为让心理课落到实处，更加贴近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岳老师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对高中三个年级的心理课进行设计，如高一年级的“做时间的主人”“站

在学习新起点”“开启生涯之门”；高二年级的“人际你我他”“情绪ABC”；高三年级的“压力管理”“学

习三部曲”等课程，真正让心理课走近学生，解决学生心理困扰。在上好心理课的同时，岳老师还

积极举办一系列心理健康讲座，如针对教师的“知心育人——教师心理健康与自我调适”“教师心理

健康维护”，家长层面的“如何欣赏与赞美孩子”和学生层面的“我的情绪我做主”“萌动青春情”“笑

迎高考”等系列心理讲座。

岳老师多次在省市区举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获奖，课例“压力管理”被评为山东省 2019

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省优课及聊城市心理健康教育优质课一等奖，岳老师撰写的论文

《高一学生希望特质团体辅导干预》荣获山东省教育技术论文评选活动二等奖，“‘疫’路同行，心

灵绽放”获得山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9-2021 年连续三年获得山东省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聊城市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能手，同时她所在学校连续

三年获得山东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岳老师的专业成就和工作业绩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担任聊城广播电台“水城夜话”节目特

邀嘉宾、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特邀检察官助理、聊城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辅导教师

等社会职务，面向社会普及宣传心理健康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