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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共生：浙江省内首个
县级学生成长指导中心的孵化探索
◎ 丁丽娜（浙江省慈溪市教育局教研室，宁波 315300）

摘要：为助力全市学生健康成长，浙江省慈溪市教育局教研室系统谋划、精心孵化，历时九个月建设完成了慈

溪市学生成长指导中心并正式投入运行。作为浙江省内首个县级学生成长指导中心，聚焦学生成长的关键节点，围

绕人、活动、环境等要素探索学生成长指导的“三元共生”模式，充分发挥市教研室教育智库功能，为全市学生、家

长和教师提供学法指导、升学指导、生涯规划辅导、心理健康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等专业指导和公益服务，帮助学生

缓解学业压力、化解生涯困惑、纾解身心焦虑、调解亲子矛盾，提升了全生命周期视域下的学生成长指导工作质量

和水平，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基，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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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身心健康是学生幸福生活

的基础，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安宁

和谐及社会稳定。面对日渐突出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为学生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愈益成为社会

各界面临的共同任务。在此背景

下，为助力全市中小学生健康成

长，由慈溪市教育局统一部署，

市教研室系统谋划、精心孵化，

历时九个月建设完成慈溪市学生

成长指导中心，并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正式投入运行。这是浙

江省内首个县级学生成长指导中

心，下设四个分中心，分别为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心理健康指导

中心、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和班主

任工作指导中心，指导中心联合

妇联、卫健委、关工委、团市委、

计生协等部门，着力提升全生命

周期视域下学生成长指导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和幸福生活奠基。

作为浙江省内首个县级学生

成长指导中心，如何引领区域内

学校开展学生成长指导工作？如

何让学校、家庭、社区等形成合

力，共促学生健康成长？围绕这

两个议题，慈溪市教育局教研室

进行了专项调研，了解教师、学

生和家长在学生成长指导环境创

设、课程设计、课堂活动、评价方

法等方面的参与情况。调研结果

表明，当前区域教育中，人、环

境、活动三者呈割裂状态，影响

着学生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要

提升学生成长指导活动的实效性，

需要建立“三元共生”机制。

二、探索过程

在“三元共生”机制中，人、

活动和环境彼此共生，助力对方

的发展：人创设了环境，环境塑

造人，积极的环境促进人的健康

成长；人参与活动，活动才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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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机，活动的开展能提升人的各种能力和品质；

环境丰富活动，成长环境的创设使得活动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更好地发挥育人价值；活动优化环境，

活动的创设使得育人环境更加完善。以学生心理健

康指导中心为例，慈溪市在实践中具体开展了以下

孵化探索。

（一）课程体系：三级融通 

根据国家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

神，结合慈溪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指导

中心构建了市级、校级、社区三级融通的课程体

系，设计了如下课程。

1. 市级课程：提纲挈领

指导中心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2012年修订）》和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标准的指导

下，围绕学生身心发展的六大板块，从发展性和预

防性两个维度，组织编写了市级课程及相关活动手

册，为区域内学校心理课的组织实施提供方向。在

特殊时间节点，如每年春秋季，指导各校开设心理

预警及危机干预课程；疫情防控期间推出面向各学

段的系列公益微课；寒暑假推出学习方法指导、学

习习惯养成系列微讲座等。部分市级课程见表1。

 2. 校级课程：实践主体

各校以市级课程为依托，结合本校实际及学生

心理发展特点设计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及拓展性课

程，切实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目前已开发二十多

门校级课程，部分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县市

级比赛中荣获多个奖项。部分校级课程见表2。

3. 社区课程：拓展辐射

指导中心积极推进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建设，

构建校社心理健康教育共同体，最大程度地将心理

健康教育延伸至校外。市心理骨干走进社区，开展

心理咨询，开设心理沙龙，用专业知识服务群众。浙

江文明网曾以“慈溪心理志愿服务队让城市生活更

温暖”为题作了专门报道。这一服务已坚持三年，满

足了家长提升育儿理念及自我成长的需要，所授课

程得到社区群众的一致好评。部分社区课程见表3。

（二）课程设计：三元联动

 1. 设计模型

指导中心采用塔巴的课程模式，即按照“诊断

需要—建立目标—选择内容—组织内容—选择、组

织学习经验（学习活动）—评价”的路径进行课程

设计。在设计时把环境和活动融合起来，促进学生

的成长，真正达到“三元共生”的效果。

2. 设计要求

指导中心根据课程设计模型，从分析需求、设

计目标、选择内容、设计活动、创设环境、组织活

动、评价经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课程设计要求。

分析需求：从人的角度了解学生面临的问题及

其心理需求；设计目标：从人、活动、环境三个方

面，设置认知、能力、情感三方面的课程目标；选

择内容：从人和活动两方面确定辅导主题和课堂内

表 1  市级课程例举

发展性
课程

心理课程
慈溪市健康优课集锦 1

慈溪市健康优课集锦 2

活动手册
蓓蕾初绽（小学篇）

风华正茂（中学篇）

预防性
课程

常规主题
课程

开学适应性心理辅导

心理助考  与你同行

心理危机
系列课程

疫情防控心理调适课程（小学生、初
中生、高中生、教师）

寒暑假
系列微讲座

学习方法指导
学习习惯养成

表 2  校级课程例举

学段 学校 课程名称

小学段
开发小学 行远·润心

潭北小学 幸福心理课

初中段
崇寿初中 向阳而生——阳光心理拓展课程

上林初中 走向心理健康——成长导航

高中段

慈溪中学 心理自助读本、挑战与超越

横河中学 高中生心理健康

三山中学 健康从心开始

浒山中学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中学生生涯
规划

行知职高 心灵与成长、心理复原力课程

表 3  社区课程例举

面向孩子 面向家长

情绪管理我能行 倾听孩子

我的压力小球 爱的五种语言

学会求助 孩子的专注力培养

学会和父母沟通 有效助力孩子的中高考

我和手机那些事儿 告别语言暴力

坚持的力量 叛逆是孩子成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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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设计活动：从活动、环境两方面考虑活动类型；

创设环境：布置心理课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组织

活动：从活动、环境两方面促进人的成长；评价经

验：从人、活动、环境三方面检验三元共生的目标

是否达成。

（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全景渗透

借助多渠道研究，市教研室推出“全景渗透”

式心理活动，即针对不同年龄、性别、心境等的群

体，多角度、全方面、多渠道促进“三元共生”，有

的放矢地设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具体包括以下五

大类型。

1. 心理漫画

开展心理漫画创作，通过“感受画面的整体—

分析漫画元素—通观画面整体”，引导学生将个人

的爱好、情感、倾向及潜意识表现出来，学校可借

此有效洞察学生的内心世界。

2. 团体心理游戏

结合学生当下的心理需求设计相关的主题游

戏，通过游戏，使学生体验自我控制的力量，学会

自我调节，放松肌肉和神经，缓解情绪，培养团队

意识，收获心理成长的密码。

3. 走出心理“迷宫”

学生在认知、情绪、人际方面有困惑时，犹如进

入心理“迷宫”。我们以“迷宫”为“安全容器”，带

领学生探索如何利用“迷宫”使头脑冷静，寻找问题

的解决策略，与自我对话，从而恢复内心的平静。

4. 校园心理剧

创编校园心理剧，将学生的心理困惑编成剧本，

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体会他人处境，体验他

人感受，学会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从而更理解和

尊重他人。心理剧《表扬的滋味真好》（小学生）、《阳

光总在风雨后》（初中生）和《爱的回归线》（高中生）

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 心理危机三级预警

根据心理危机的分类，对心理高危学生给予

班级、校级、市级不同程度的干预。其中，对一般

心理危机学生以校级辅导为主；对严重心理危机学

生，在校级支持力量不足的情况可借助指导中心

的专业力量进行干预；对重大心理危机学生，在校

级、市级跟踪关注的同时，及时转介至医教结合定

点医院进行干预；对处于复学适应期的学生，通过

专业医院评估及三级心理支持给予有效帮助。

（四）评价方法：三元贯通

“贯通式”评价是考量“人·环境·活动”“三

元共生”实施效果的关键环节。具体包括三个层面

的评价：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学校评价。学生评

价指向积极品质，引导主动参与；教师评价强化

“眼中有人”，提升项目品质；学校评价旨在完善心

理健康教育体制，构建三级考核机制。最终的目的

是让学生的个性在集体中闪闪发光，让每个学生都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评价内容详见表4。

家庭教育、生涯规划、心理健康教育与班主

表 4  人·活动·环境“三元贯通”评价表

维度 评价指标 指标描述 是否达标

学生层面

正视问题 正视自己的问题，坦诚面对经历、环境中的困惑、挫折、失败等

自我效能 沉浸在不同环境和活动中，感受到有人相信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

自我管理 在不同情境中，能有效管理情绪、激励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改变

教师层面

育人理念 转变育人理念，推动育人方式改革，做到“眼中有人”

活动设计 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一体化设计出比较完整的活动体系

环境创设
在环境中加强互动，形成信任、尊重和合作的课堂文化，构建积极的
师生关系

学校层面

共育机制
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
系，形成学生身心发展的支持系统

校本活动 构建一套符合校情的拓展性课程

环境品质
提升环境品质，积极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省示范点、宁波规范化学校、
省标准化建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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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工作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要解

决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必须全面统筹资

源，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支持。根据“三元共生”机

制，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进行了家庭教育科普、家

长育儿讲座、家庭亲子沙龙、特殊家庭辅导、家庭

危机干预等方面的探索。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则根

据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在初高中学校推出了走

进生涯规划、生涯规划之知己、生涯规划之知彼、

生涯规划之选择、生涯规划之努力等系列课程，

并编写出版了《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中学生生

涯规划》一书。班主任工作指导中心在抓好队伍

建设的同时，在班级管理、学生管理、家校沟通等

方面给予广大班主任指导，并针对班主任工作压

力较大这一现状，开展了教师压力管理、教师赋

能辅导等团体活动。

三、探索成效

（一）提升了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

“三元共生”机制实施一年以来，激发了学生

参与各类活动的积极性，学生的兴趣更为广泛，意

志更加坚强，对环境更为适应，各类心理问题检出

率由 2021 年的近 40% 降到了现在的 23.6%。与此

同时，学生的求助意识不断增强，由原来的 20.2%

上升至 77.8%，整体身心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二）完善了学校成长指导课程体系

慈溪市各校以市级课程为依托，结合本校实际

及学生成长特点，设计了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及拓

展性课程，切实满足了学生的发展需求。课程设计

依托融合人、活动和环境的三元联动模型，活动丰

富了，课堂环境更和谐，学生的主动性有所提升，

成长指导效果较显著。

（三）优化了区域成长指导工作质量 

一年来，指导中心组织各级各类成长指导培训

16场次，开设学生成长辅导、家长支持辅导、教师

赋能辅导等 67 场次，推送学生成长指导科普知识

81篇，接待前来面询辅导的学生（含家长）139 人

次。目前，慈溪市有两个宁波市首批示范性“学生

成长指导工作站”，有四所学校被评为宁波市学生

成长指导示范培育学校，20 所学校被评为省心理

健康教育示范点，省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和宁波市规

范化心理辅导室覆盖率均达 100%。全市 129 所中

小学均开办了家长学校，其中，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1所，省级示范家长学校 11所，宁波示范家长学校

31所。学习强国平台、甬上教育等多家媒体对慈溪

市学生成长指导中心进行了报道，指导中心的工作

得到了区域内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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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诚征优秀的校园心理剧剧本，写作要求如下：

1. 内容涉及中小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贴

近他们的现实生活。不反映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道

德问题，只探讨心理问题的解决。

2. 较好地体现心理剧“行动治疗”的本质，重在

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对话等戏剧行动表现和解决心

理问题，引导学生自我教育。

3. 避免出现众多校园心理剧中“寻求心理教师

的帮助，班主任的一席谆谆教导”的桥段，不说教，

让角色在行动中真正地经历、体验、感受和领悟。

4. 情节紧凑、连贯，时空架设集中，场景转承自

然，符合戏剧的内在逻辑。

5. 开篇要注明“剧情简介”“主要人物”“所

用心理剧技术”，结尾要有“创作感悟”或“专家点

评”， 就创作意图、所用技术和演出效果等作简要分

析和点评，如果有演出剧照请一并附上。

6. 语言流畅、生动，有鲜明的风格，避免空话、

套话。字数：2500~6000 字。

7. 未尽事宜参见本刊往期已经刊出的文章。 

“校园心理剧”栏目
诚征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