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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学习是一种以项目为纽带，让学生主动探究并解决真实问题的教学方法。传统项目学习的引入为心

理健康教育改革带来了初步成效，但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单纯的活动体验难以支撑其自主探究能力的

发展，也难以满足其建立和应用心理健康理论体系的需求。本文提出新型项目学习，旨在通过夯实理论

基础与推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从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评价等方面对项目设计进行全新规划，

阐述新型项目学习的优势，并提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质量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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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is a teaching method that uses projects as a medium to encourage stu-
dents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solve real-world problems.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PBL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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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ght initial success to the reform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owever, for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mere experiential activities are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independ-
ent inquiry abilities or meet their needs for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odel of PBL, aiming to integrat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ith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desig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course evaluation, 
high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this new approach. Furthermore, specific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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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是介绍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与问题、心理健康防护方法，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的课程。它既是基础理论学科，也是应用型学科；既是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

专业必修课，也是其他学科进行心理研究与教学的基础。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改革，不仅对心理

学、教育学的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师范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相对于基

础教育课程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则更强调个性化、体验式的教

学方法。项目学习为体验式教学提供框架支撑。 
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活动体验”出发，已有研究者尝试将项目学习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围绕某个具体的学习项目，将学习资料最优化，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验，知识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

相对传授学习较为深化的知识理解。但这些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心理健康群体(王崇宝，2021；
秦文英，马乐，2021)，并且传统的项目式教学难以满足大学生建立系统而全面的知识体系，从而解决日

益纷繁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的需求。为此，亟需符合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新型项目学习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建设，以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改革。 

2. 项目学习概况与应用现状 

项目学习最早起源于美国，“项目”这一概念由著名教育家克伯屈于 1918 年首次提出。项目学习是

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它是对复杂、真实问题的探究过程，也是精心设计项目作品、规划和实施项目任

务的过程，其强调设计思维和对核心知识的提炼与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巴克教育研究所，2008)。项目学习主要包括项目选择、项目设计与规划、项目实施、成果展示以及针

对展示的评价反馈五个环节。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项目学习展开了研究，包括对教师教育课程在项

目学习设计的理论研究(王林发，2010，2013；王萍，2012；黄得昊，2022)，以及聚焦在中小学的学科教

学上的应用性研究。例如费嘉融(2024)基于项目学习对化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教学进行了设计，提供支架，

引导学生自主解决真实问题。近年来，对于项目学习的应用研究领域有所拓展，逐渐有学者开始尝试将

项目学习运用到高等教育教学中，研究发现项目学习在高等教育中也适用(周璇等，2024)。对于项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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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成效如何，叶碧欣等人(2022)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项目学习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效果进行系统分析，

结果发现，项目学习能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等多个方面。此外，对于词汇

教学效果也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均证明了项目学习的有效性。 

3. 基于项目学习的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 基于项目学习的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应用现状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通过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论与实践学习，提升学生心理的全面发展与健康心理

的培育，促进其全面发展。项目学习作为一种创新式学习方法被普遍认为是使学生获取知识获得成功的

创新式学习方法(侯红霞，2021)。近年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逐渐引入项目学习，包括心理健康课程改革

的理论研究(汪丹，2021；严靖雯，2023)，与教学改革效果研究(张婕等，2021)。但总结发现这些课程更

多地集中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改革上，少有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且在已有的改革设

计中也只是聚焦在传统项目学习与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结合上，而未根据心理健康课程学科特色与项目

学习的局限性进行针对性变革。心理健康课程在与传统项目学习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学生缺乏参与度主

动性降低、过度强调“活动体验”忽略基础知识等问题(孔晓楠，2023)。 

3.2. 基于项目学习的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3.2.1. 脱离课堂教学知识体系，主要体现在项目内容的过度活动化和重体验性 
心理健康教育许多课程的设置过于偏重活动体验，而忽略了对理论知识的系统教学。对于大学生而

言，系统完整的理论知识教学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的关键。然而，传统项目学习过度强调实践活动，

忽视了对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导致知识的系统性遭到破坏。这些失衡的教育结构削弱了学生对心理健

康领域核心理论的深入了解，使学生陷入“为了活动而活动”的误区，进一步限制了学生在实际情境中

运用知识的能力。 

3.2.2. 教学团队结构单一，缺乏多元协同的教师团队 
项目学习要求教师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将真实情境与学习内容有机结合，设计驱动性问题(白雪

峰，綦春霞，2024)，其专业能力直接影响项目学习的实施效果(李怡然等，2024)。然而，现行的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中，教师仍无法满足项目学习要求，主要体现在教师数量不足与授课教师实践经验不足两方面。

首先是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在大学课堂上，每个班级仅有一名授课教师，却要教授上百位学生，无法开

展小班教学模式，限制了项目学习的实际效果(邹艳荣，2019)。其次是授课教师实践经验缺乏。当前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大多专注于科研，缺乏实践经验，难以设计符合学生需求的真实情境项目，导致项目

规划同质化，未能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心理状态进行动态调整，出现在不同内容套用同一项目规划的情

况，违背了项目学习的初衷(柳夕浪，2021)。例如在合作小组划分上趋于单一，仅依据班级人数机械划分

小组，忽略了学生心理状态的个体差异、教学内容难度与学科特色。导致浪费了大量时间，教学效果却

差强人意。 

3.2.3. 课程评价体系单一，仍局限于结果性考核 
对学习过程的考察占比失衡，无法凸显项目学习优势。项目学习作为以活动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其

核心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项目过程中的动态表现、团队协作、问题解决能力等都

应成为学习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评价体系与这一理念存在明显

脱节，期末考试占比仍然远高于实践环节，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评价导向不仅削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也使项目学习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具体而言，现有的评价方式未能充分反映学生在心理健康知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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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能力、人际交往技能等方面的实际成长，而这些恰恰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目标。 

4. 新型项目学习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融合的实施策略 

结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课程与项目学习应用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对传统项目学习提出一些改革，

来促进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革新，并提出以下改革方案：一是改变传统项目学习过度强调“生成”知识

的学习方式，基于课堂教学，强调基础知识；二是优化专业教师队伍，建立“双师型”教师团队；三是改

变传统考核方式，将表现性评价与新型项目学习相结合。 

4.1. 项目内容基于课堂教学，强调基础知识 

项目内容应紧密围绕课堂教学内容，确保项目与课本知识的连接，避免脱离课堂的过度活动化。在

项目内容设置上，根据学生认知发展阶段，将项目目标分为基础理论、应用技能、实践体验三部分。在

基础理论阶段，为学生讲授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模型；在应用技能阶段，可依托案例分析、

角色扮演等课堂体验活动，初步帮助学生完成理论的实际情境应用；在实践体验阶段，统一组织实习、

场景模拟等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项目与课堂教学知识的紧密连接，让学生在真

实情景中学习课本知识，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压实实践基础。让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探究

意识，有效解决项目问题，完成项目任务，从而系统建构心理学理论知识(叶静，2022)。 

4.2. 优化专业教师队伍，建立“双师型”教师团队 

为解决教师短缺，专业能力欠缺的问题，应扩大教师队伍，建立“双师型”教师团队，采用校内校外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聘请一线心理健康教师辅助教学，弥补教师数量不足和实战经验缺乏的短板。在教

学过程中，校内教师负责理论知识的系统化传授、课程设计与项目规划，以及学术指导与科研支持，帮

助学生构建扎实的理论基础；校外教师则侧重实践指导与情境设计，分享自己的一线经验与心理健康实

用技能，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动态调整任务内容，确保项目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校内外教师通过联合备课、资源共享、共同评价和定期教研活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教学质

量的持续提升，为学生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学习支持。 
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建设，有效重组联合了各育人主体，让各团队成员共享知识、分工合作，为学生

提供全方面的教学帮助，符合当下真实情景下学生对教师的要求。 

4.3. 促进表现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依据项目形式与教学目标，有必要探究能够满足新型教学模式的课程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可从评

价结构、评价内容两部分展开。首先，在评价结构上，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考试与实践相结合的考核

方式。其次在考核内容上，从多个角度展开：一方面，可以从学生的学习效果出发，评估其在知识技能、

学习态度和综合能力等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项目学习的阶段流程入手，关注学生在项目制

定、合作探究、作品制作和成果交流等环节中的表现。在制定评价指标时，可以结合评价等级(如优秀、

良好、合格)、描述符(通过语言描述学生预期达到的程度)和表现样例(通过具体案例展示学生的表现)，兼

顾学习过程与结果的评价。最终，通过学生自评、他评和教师评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估学生在问题情

境中运用基础知识与技能的水平、学习态度以及综合能力的发展情况。 
评价是项目学习中的重要环节，它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反思，还能帮助教师对项目实施过程进

行总结和改进，从而为后续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评价要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表现性评价作为一

种注重学生在真实或模拟情境中行为表现的评价方式，与项目学习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通过将表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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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项目学习相结合，能够全面反映学生在知识应用、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成长。 

5. 结语 

新型项目学习立足于真实情境，既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索，又注重对课本知识的系统学习，旨在夯实

学生的基础知识，提升其解决实际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通过优化项目主题设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完善评价体系，新型项目学习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项目学习并非

适用于所有教学内容，教师在实际操作中需灵活调整，以确保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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