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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辅导能力也叫心育能力，是中小学教师必备的职业能力。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 心理辅导能力的构成存在多种观点，但认知、知识、技能是心理辅导能力测量工具中常见的维度。

2) 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整体水平良好，但城乡差距较大，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普遍不足。

3) 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一些常见问题。4) 网络培训、远程培训，以及校本培训形

式，是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有效途径。本文认为，将来的培训可以充分利用数智技术提

升线上培训的互动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如何激励教师提升自主学习的兴趣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关键词 

模板，格式，学术期刊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Connot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Cultivation 

Lu Me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Hechi University, Hechi Guangxi 
 
Received: May 6th, 2025; published: May 9th, 2025 
 

 
 

Abstract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 also term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apability, constitutes an es-
sential professional skill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a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this paper concludes:1) While multiple perspectives exist regarding the composition of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 cognitive abilities, knowledge, and skills consistently emerge as 
core dimensions in measurement tools.2) Overal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demonstrate adequat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 though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sparities 



HANS Preprints                                             NOT PEER-REVIEWED 

汉斯预印本                                                                          未经同行评审 

 

2 
HANS PrePrints | https://doi.org/10.12677/hans.preprints.101001. | CC-BY 4.0 Open Access | rec: 6 May 2025, publ: 9 May 2025 

 

persist, with rural educators showing notable deficiencies. 3) Common challenges persist in cur-
rent training programs for developing teachers'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4) Online training, 
distance education, and school-based training formats prov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rural teachers' 
capabilities in this domai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uture training initiatives should leverage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 interactivity and practicality of online programs. 
Additionally, motivating teachers to cultiva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engagement represents a crit-
ical focal point for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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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辅导能力是教师必备的职业素养，具备一定的心理辅导能力是对全体中小学教师的基本要求。

中央和地方许多相关文件都指出，中小学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心理辅导能力，例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提出：“全体教师都要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要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心理辅导知识与技能一直是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模块之一，例如《教

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小学)》在考试内容模块与要求部分明确指出“小学教师要掌握心理辅导的基本策略和

方法，能够遵循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美育和心理辅导工作。”鉴于中小学教师

心理辅导能力的重要性，该主题得到了许多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关注，本文主要以 CNKI 文献

为例，对我国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思考，以期为相关研究和教师教育工作提

供一定的有价值的参考。本文在核心概念界定上，并不机械地局限于“心理辅导能力”一词，还包括了

“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等其他形式的表述，此外，本文所指的对象是在职中小学教师(包括班主任)，但并

不包括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因为心理健康教师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普通任课教师存在较大差别。 

2. 心理辅导能力的概念界定及相关概念辨析 

教师的心理辅导能力，简单而言就是指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教育与辅导的能力，界定这一概念的核

心问题是心理辅导能力究竟应该包括哪些能力，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心理辅导能力就是教师为了维护学

生的心理健康，促进学生心理品质的发展，为学生提供适合的心理引导和帮助的能力”[1]。目前中国知

网文献资料对“心理辅导能力”这一概念的直接定义较少，特别是缺少权威性的定义，或许是因为这一

称谓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的原因。虽然直接定义较少，但心理辅导能力的称谓由来已久，我们可以从“心

理辅导”这一概念和其他相似概念上来理解心理辅导能力的内涵，心理辅导能力的“相似概念”可以划

分为三种类型，且有许多研究对这些概念进行过深刻阐释。 

第一，心理辅导能力的同等概念。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来看，心理辅导能力与心理教育(心育)能力、心

理健康教育能力是完全等价的概念。因为这几个概念都是在描述同一个事物，虽然名称略有区别，本质

上却是一致的。这种名称上的差异根源于对“心理健康教育”称谓的差异：我国大陆习惯使用“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教育”的称谓，而我国港台学者更多使用“学校心理辅导”一词，但现在许多

情况下这些概念经常互用[2]，甚至是一些官方文件中[3]。既然心理辅导能力又可以叫做心理教育能力，

那么什么是心理教育能力呢？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心理教育能力就是在心理教育活动中，有效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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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素质，维护其心理健康，提高其心理机能，充分发挥其心理潜能，促进个性全面

发展的能力”[4]。其他一些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心理教育能力进行过定义[5]。 

第二，心理辅导能力的上位概念。有研究者提出过“心育素养”[6]、“心理教育素养”[7]和“心理

健康教育素养”[8]的概念，根据对“素养”和“能力”的辨析，可以发现一般认为素养比能力的概念范

畴更广。素养侧重于内在修养和整体风貌，而能力则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

特征，更强调完成特定任务的实际本领，所以有能力未必就有素养，知识、技能或能力是学习的阶段性

目标，是通向素养的手段[9]。因此“心育素养”此类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与心理辅导能力类似但并不

等价，属于心理辅导能力的上位概念。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素养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为促进学生拥有更好的、有效的、健康的、愉悦的学习体验所体现出来的应有的综合素质和个人倾

向”[10]。也正是由于“素养”的内涵相对丰富和深刻，因此心育素养相比心育能力更难以评估和培养。

此外，近年来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胜任力”，该概念的研究对象最初是专兼职心

理健康教师[11]，后被学者引入到普通任课教师和师范生群体的研究，单纯从概念的范畴来看，胜任力比

能力更加宽泛和复杂[12]，因此也是心理辅导能力的上位概念。 

第三，心理辅导能力的下位概念。“心育技能”“心理教育技能”“心理辅导技能”这些概念属于

心理辅导能力的下位概念，因为一般认为心理辅导能力包括了相关的态度、知识、技能、个性品质等，

而技能是能力中属于操作的部分，因此“能力”的概念范畴涵盖了技能。例如，有研究指出“心理教育

技能是教师运用一定的知识去解决某种问题的实际能力”[13]，不难看出技能强调实操和应用，而能力是

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概念。 
 

 

Figure 1. Keyword co - occurrence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 

图 1. 心理辅导能力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 
 

总之，以上概念有一些是完全等价的，而有些只是概念相近但并不完全等同，从内涵的丰富程度上

可以简单地区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概念之间或许并非简单的层级关系，

本文只是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梳理这些概念的视角，有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复杂的，本文重点关注的

是这些概念之间是否存在区别，以免造成概念混淆，而不是这些概念之间具体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因

此并未深入探讨这些概念。用“心理辅导能力”及其相关概念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并采用 CiteSpace

进行初步的关键词共现分析，从图 1 可以看出这些概念大致的使用频率，出现频率越高字号越大，同时

也可以大致看出目前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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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结构要素 

心理辅导能力包括哪些要素，目前国内教育体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原因有两点：一是研究者对心

理辅导能力解释的角度不同，二是许多研究者在扎根理论的过程中难免会结合自身经验和本地教育实际，

而教育情境是复杂的、开放的。许多研究都对心理辅导能力的结构进行过探讨[14]-[16]，例如申继亮教授

从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构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健康教育

能力的认知基础，即对学生心理特征的知觉和判断；其次是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知识基础，即对学生心

理健康标准的认识；最后是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操作基础，即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17]。

基于不同的视角心理教育能力的结构也会存在不同的划分方式[18]，因此对于学者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本文

不再一一列举。 

一些学者编制了可以用来测量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的测量工具，从这些测量工具的维度结构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心理辅导能力的构成要素，相比质性研究，这些量化的研究结果更少受到研究者本人的

主观影响，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基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难免受到无关变量的干扰，且研究质量存在差 

 

Table 1.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bility in relevant measurement tools 

表 1. 相关测量工具中的心理辅导能力结构 

序

号 
测量工具名称 适用对象 包含的维度 编者 

发布 

时间 

1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能力问卷 

中小学 

教师 

心理问题意识；心理教育知识； 

心理教育技能 
李照 2010 

2 
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 

能力问卷 

中小学 

教师 

心理教育活动设计能力；心理咨询与辅导能力；知识

内涵；个性品质 
李方 2011 

3 
学科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

力问卷 

中学 

学科教师 
认知能力；知识基础；操作能力 

岳丽

莹 
2015 

4 
凉山州 M 小学班主任 

心理健康教育能力问卷 

农村小学 

班主任 
认知水平；知识基础；操作技能 曾松 2018 

5 
中学班主任心理 

健康教育能力问卷 

中学 

班主任 

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心理健康教

育技能； 
王娟 2020 

6 
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 

健康教育胜任力问卷 

农村中小

学教师 

能力技巧 1；能力技巧 2；自我调整； 

人格特质；乡村情怀； 

知识积累；伦理规范 

孙卉 2021 

7 
乡村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

育能力评价体系 

乡村小学 

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能力/意识；心理健康教育的知

识基础；心理健康教育的操作技能 
田平 2023 

8 
中小学班主任 

心理教育胜任力问卷 

中小学 

班主任 

心理教育知识素养；心理教育特质； 

心理教育渗透力；心理教育协同力； 

李樱

楠 

2023 

 

9 
中学教师“课程心育” 

胜任力要素 
中学教师 

知识掌握；教学能力；教学研究；职业价值观；心育

认同；学习意愿 
谭鑫 

2023 

 

注：若文献包含多位作者，表格中仅列文献发表时的第一作者。 

异，因此有时候反而不如纯粹的理论建构来得清晰和具体。这些测量工具与评价专业心理咨询师和专职

心理健康教师的工具是有区别的。以下是中国知网检索到的，采用因素分析方法构建心理辅导能力结构

模型的相关文献(仅列研究对象为中小学教师的文献)，从这些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教师心理辅导

能力的结构(见表 1)。为了提供比较，同时列出了心理辅导“胜任力”的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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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发展状况 

调查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发展现状，对于教师教育工作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很好

的参考价值。许多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调查方法对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状况进行过调查。例如，

2010 年有调查发现，总体上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其中心理问题意识

发展水平最高，心理教育技能发展水平最低[19]。2011 年有调查显示，我国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对自身心

理教育能力水平有比较积极肯定的评价[20]。2015 年有问卷调查显示南昌市中学学科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能力自评均分在中等偏上，但通过访谈、课堂观察等方法验证发现教师自评得分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

致[21]。2022 年湖南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学教师心理素质和心育工作能力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各因

子发展水平不均衡[22]。2023 年有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班主任心理教育胜任力整体水平良好[23]。可以

看出，许多调查研究都显示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整体发展水平较好。 

然而当研究聚焦于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群体时，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研究显示，农村中小学

教师的心理辅导能力有所欠缺甚至是严重不足。有学者认为，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技能水平不高的

状况严重制约了农村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进行[24]。2013 年湖南面向五年制定向小学教师

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缺乏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的技能，82.2％的农村小学老师不知道

如何辅导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或者没有掌握心理辅导的基本技能[25]。从近年来的研究来看，目前农村小

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仍有待提高。例如 2019 年面向广西农村地区中小学的走访调查显示农村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师往往由普通任课教师兼任且专业技能欠缺[26]，2023 年同样面向广西乡村小学教师的访谈

调查发现了类似结果[27]。这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许多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农村小学任课教师的心理教育能

力普遍不足，例如 2024 年有面向蚌埠市的研究发现，很多农村小学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缺乏兴趣，并且

缺乏心理辅导能力[28]。这可能是由教育资源配置，绩效考核方式，教师个人意愿等诸多现实原因导致的。

因此现阶段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培养依然是很有必要的。 

5. 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培养面临的问题 

教育部 2000 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要积极为心理健康教育创造必要的条件，“从 2000 年秋季开学起，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小学要逐步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小城镇及农村的中小学也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创造条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二十几年

来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不断壮

大。但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很多地区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没有正常开展，缺少专职心理健康教

师是制约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首要因素[29]。本文上述内容也提到，乡村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

力普遍较低。在这种形势下，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培养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农村地区。中小学

教师心理辅导能力培养所面临的问题，有些是城镇和乡村共同的问题，但大多数是农村地区目前所面临

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结合当地实际需求的问题。教育实践研究的生态效度尤为关键。许多教育策略的提出是基于

研究者自身所处的教育环境，因此直接应用这些策略很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有些研究者提倡

校本培训和县本培训[30]。第二，农村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农村地区通常因资源匮乏而难以为教师培训

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第三，培训覆盖面的问题。农村小学教师培训机会较少[31]，且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占比很小[32]。由于面向全体教师的培训机会较少，普通任课教师特别是农村学校教师很难从培训中受益。

第四，传统网络培训缺少互动性的问题。网络培训可以增加农村中小学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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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培训形式局限于听线上讲座，缺少互动性和操作性，而心理辅导技能的训练很需要情境性和互动性，

因此许多研究探索改良网络培训形式，以便收到更好的培训效果[33]。第五，教师自身积极性的问题。由

于存在工学矛盾和缺少足够的激励机制，相当一部分教师不愿意参加培训或进行自主学习[34]，更没有从

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兴趣。 

6. 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提升路径 

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在职前教育阶段中，

教师的基本任务是初步形成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基本结构[4] [35] [36]，例如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从

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愿等，而职后阶段则要注重技能的形成和掌握，因此职后培养要与职前培养有

效衔接。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更需要心理辅导能力的提升，原因有两点：一是现状调查发现

目前农村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普遍较低。二是由于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相对不足[37]，班主

任和任课教师往往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力，因此农村提升农村小学教师辅导能力很有必要。也正是这个

原因，在目前的许多文献中，当提到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时，更多是针对农村地区而言。 

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们对于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点，无法一一详述，

但普遍提到了实践的重要性[38]，充分的实践是技能形成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心理辅导能力呢？首先，增加培训机会。近年来各地针对

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从培训中受益。虽然增加培训是一个有效的

解决途径，但线下培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想在偏远农村地区增加线下培训机会并不容易，因此在农

村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培训和远程培训。其次，要提高网络培训的实际效果。许多培训流于形式，培

训效果并不好，特别是传统的网络培训形式，因此在增加网络学习机会的同时，要积极探索更好的学习

形式，增加网络培训的互动性、可操作性，例如可以充分利用 MOOC，SPOC，以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

术等，探索数智背景下行之有效的在线学习形式。最后，教师要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教师自主发展对

推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激励教师，提高教师自主

学习的兴趣。例如参加培训可以获取认证学时，培训证书可以用于职称评定和其他奖项评定，心理健康

教育相关资格和能力证书可以获取绩效奖励等。这些激励方式和政策对于激发教师的自发性和创造力很

有帮助，但由于需要资金和相关政策的保障，因此在不同地区和学校实施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7. 总结及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以及反思总结，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关于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结构，目

前尚未有统一的意见。因为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从问卷编制的结果来看，心理辅导认知、知识、技

能是相对出现较多的因素。第二，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总体状况良好。无论是更早的研究，还是近

年来的研究，都显示中小学教师心理辅导能力整体水平较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查结果往往是基

于自评式调查问卷，个别采用其他调查方法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第三，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教

育能力严重不足。该结果具有跨时间、跨地域的一致性，可见现阶段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仍需

要进一步提升。第四，农村教师心理教育能力培训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因此有必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

培训和学习方式。第五，网络培训、远程培训、校本培训是比较符合农村中小学的培训形式，但需注意

增加培训的互动性和可操作性，以便增强培训的效果。 

无论是心理学还是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对中小学教师的心理辅导能力进行过大量研究。心理学

领域的研究者更关注心理辅导能力的结构、现状及特点、相关因素这些方面，而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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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关注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尽管许多研究者探索过心理辅导能力的提升策略和

路径，但干预研究很少，这些策略往往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实践经历或调查提出的，以后的研究可以更

多关注对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干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和总结，

但搜集的文献以中国知网为主，文献覆盖面不足，鉴于该领域文献较多且质性研究占比很高，如果想准

确把握该领域的全貌和研究动态，可以使用文献计量工具进行系统性综述。 

此外，对于中小学教师心理教育能力的培养，鉴于当前培训所面临的问题，数智赋能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例如借助智慧学习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培训的效果。智慧学习平台可以根据教师的学习需

求和水平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教师提供实时的反馈和指导，

帮助其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心理教育知识，增强培训的可操作性和互动性。尽管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且有一些研究探索了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中的辅助作用[39]，但目前

并没有研究涉及教师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未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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