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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团体心理训练近年来已经成为各高等院校心理工作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之一，而其

教学培训模式尚存在课程内容体系不够合理、自主实践性不足、技能教学能力考核欠缺等问题。本研

究以模块式技能培训（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s，MES）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团体心理训练核心的课

程教学内容和技能模块，并按照 BOPPPS 教学模式开展“体验导入—理论及研讨—实践教学及督导—

效果评估和总结”的教学实践探索，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学员在理论的针对性运用、方案设计和实操

技能上都取得了客观进步，主观自我满意度评价高。根据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将在模块优化、教

学实施手段创新、能力考核标准细化和加强与医学教育整体融合上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适应高校心

理工作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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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roup psychological train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s 

that must be mastered by psychological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its teaching models, such as unreasonable course content, insufficient autonomous practice, and the lack 

of teaching competency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s (MES), we have 

constructed the core module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training on teaching course content and skill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we have achieved satisfying teaching effects th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bridge-in-theory and discussion-teaching practice and supervision-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and summarization", in which the trainees have made objective progress in theory application, 

scheme design, and skill practice, with a high degree of subjective self-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we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model by optimizing the modules, 

innovating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refining competency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with med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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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训练是利用团体心理辅导、团体心理

咨询的基本形式，并结合心理素质训练技术而发展

出的一种心理训练方法。与团体心理咨询相比，团

体心理训练主要针对没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健康群

体，而与团体心理辅导相比，团体心理训练更加关

注心理素质和团体凝聚力的提升[1]。因此，团体心

理训练主要用于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教育，关注

心理学方法在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应用。其主要

通过团队动力和人际互动，促进团体成员自我体

验、观察、觉察和领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

质，达到提高人际和谐度和团队凝聚力目标[1]，实现

心理问题的预防。近年来，团体心理训练方法在高

等院校个体、组织心理健康维护和促进上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2-4]，成为高校心理工作人员必须掌

握的重要技能和形成的重要专业能力。而如何对

高校心理工作人员开展团体心理训练技能教学，如

何通过能力考核检验其对技能掌握的程度和水平，

是形成团体心理训练专业能力的重要前提。

1　团体心理训练教学及能力考核的研究及实践现状

目前，针对各高校心理老师或辅导员的心理健

康服务技能培训班很多，为培养高校心理工作者的

团体心理训练方法技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邓

彩艳[5]利用体验式的教学法对团体心理训练技能教

学进行改革，不仅使学员较好地掌握了团体心理训

练的技能，也促进了学员心理健康水平提升。邓敏

等[6]依托应用心理专业学员的专业技能教学课程进

行改革，设计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通过理论教

学、课内演练、课外实践的结合，涵盖理论、方案设

计、组织实施和评估各个方面，促进学员将陈述性

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促进团体心理训练技能的

掌握和提升。从国内高校的实践来看，目前多数实

践以体验式教学为主，主要通过学员参与活动体

验，结合理论讲授学习团体心理训练技能。部分团

体心理训练实务技能培训班探索采用理论、体验、

督导和实操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成为目前发展的

重要方向，能够帮助学员在全流程的技能教学设计

中，全方位地掌握团体心理训练理论、方案设计和

组织实施的各项技能。

然而，当前的团体心理训练技能培训模式仍然

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问题。第一，课程内容体系不

够合理，已存在的课程设计主要侧重于团体心理训

练主题本身的体验或侧重于单纯的操作技能培训，

没有将二者有机结合，主题不集中，针对性不强。

第二，课程自主实践性不足，之前的课程实施以理

论讲授居多，穿插部分实践体验也以教员导入式带

教为主，学员自己动手自主实践少，尤其是从理论

到方案设计再到组织实施的全方位实践少，主动独

立参与性低，得不到充分的训练。第三，技能教学

能力考核欠缺，之前的教学效果前、后测评价手段

缺乏，没有对学员的技能掌握程度进行量化考核和

有效总结，难以确保效果评价的客观性。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探索更加符合高校学员和心理工作者

需求的团体心理训练教学模式，提升培训效果。

模块式技能培训（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s， 

MES）具有高度模块化特点[7]，能够为团体心理训

练课程内容体系的合理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撑；而

BOPPPS[ 导 入（bridge-in），目 标（objective），前 测

（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ticipatory learning），

后测（post-assessment），总结（summary）]教学模式学

员参与度高，具有前、后测等完整的能力教学评价

环节[8]，可以为团体心理训练技能培训自主实践性

提升和能力考核模式的完善提供理论基础。MES

和 BOPPPS 同时用于团体心理训练技能教学，能够

将技能操作培训和团体心理训练主题有机结合在

整体的教学方法模式中，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因

此，在团体心理训练教学中，结合科学研究、院校教

育和实践经验，构建紧贴高校学员和心理工作者需

求的不同主题的“团体心理训练方案设计及督导”

和“团体心理训练组织实施及督导”的核心课程模

块，并开展“体验导入—理论及研讨—实践教学及

督导—效果评估和总结”的教学实践探索。

2　团体心理训练教学及能力考核的理论基础

2.1　MES 教学模式

MES 教学模式是模块化教学的代表，主要以技

能培训为核心，20 世纪 70 年代由国际劳工组织研究

开发，用于实际工作岗位技能培训[7]。从其开发背

景可以看出，MES 是一种非常适用于继续教育或岗

位培训教育的教学方法，符合团体心理训练的教学

性质和目标。MES 将多个功能目的类似的教学活

动或者教学单元组装为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教学

模块，而一门课程则由数个不同功能和目标的模块

构成[7]。模块内容和实施方法事先进行周密设计，

强调示范、操作、讨论，以及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和教学后的效果评估。将知识、技能和态度三

者高度融合，从而能够让人在高度学习动机驱动下

学到切实可用的内容。

2.2　BOPPPS 教学模式

BOPPPS 由 6 个英文单词或短语缩写而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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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的 6 个 阶 段 ，分 别 是 导 入（bridge-in）、目 标

（objective）、前 测（pre-assessment）、参 与 式 学 习

（pa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和总结

（summary）[8]。“导入”阶段主要是激发兴趣；“目标”

阶段是明确学习目标；“前测”阶段主要通过一定的

方法手段了解相关知识技能的掌握和了解程度，以

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实施策略；“参与式学习”阶

段是核心环节，包含教学的主要核心模块，以互动

性、参与性、小组合作方式的学习为代表；“后测”主

要是了解学习效果，考查是否达到学习目标；“总

结”主要在于回顾反思教学过程的问题，为进一步

改进作支撑[8]。

3　团体心理训练核心模块构建

3.1　构建依据

MES 教学模式在团体心理训练中应用，主要体

现在内容模块和技能模块 2 个层次的划分。内容模

块以高校学员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心理问题预防为

基础，综合应用发展心理学理论、团体动力理论、人

际沟通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设计“适应”和“发展”

2 个部分的教学；技能模块以团体心理训练要求掌

握的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两大技能为依据，设计

“团体心理训练方案设计及督导”和“团体心理训练

组织实施及督导”两大模块。总体上，要求心理工

作者掌握“适应”和“发展”两大主题的团体心理训

练方案设计方法和组织实施技能。

3.2　构建方式

3.2.1　内容模块

根据发展心理学理论[9]，高校学员正处于成年

早期的“延缓偿付期”，他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在高

等院校学习中提前对即将进入的工作环境进行预

先的适应，并依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进行职业发展

的计划和思考。其中，高校是半社会化的一个环

境，对于高校环境的适应是适应工作环境的前提。

根据张大均[10]的大学生社会适应相关理论，高校学

员的社会适应行为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和职业发

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根据高校学员进入大学的

一般适应过程，又增加了环境适应的方面，从而将

“适应”主题细化为“环境适应”“人际适应”和“集体

适应”3 个模块。其中，“环境适应”主要解决一般的

自然社会环境适应问题；“人际适应”主要解决人际

沟通中存在的问题；“集体适应”主要是帮助高校学

员在学习期间提前适应社会高度分工合作的职业

模式。而根据社会适应相关理论提出的社会自我、

社会责任心、社会价值观、社会情感等不同方面[8]，

结合大学生就业后常见的职业发展相关心理问题，

将“发展”主题分为“自我认识”“情绪调节”“团队动

力”“压力管理”“树立自信”5 个模块，要求心理工作

者掌握相关内容的方案设计及组织实施方法技能。

在具体的主题训练内容中，依据团体动力理论、人

际沟通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设计从开始阶段（开

场、团体动力要求与原则、热身）、中间阶段（主体活

动、分享）到结束阶段（总结、提炼升华、作业巩固）

的方案框架[1]。

3.2.2　技能模块

根据目前研究和实践现状，团体心理训练需要

掌握的主要核心技能是方案设计技能和组织实施

技能[5-6]。在“团体心理训练方案设计及督导”模块

中，结合理论及研讨阶段所掌握的知识和实际案

例，在“适应”和“发展”2 个主题上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合作、互动、研讨，并开展自主方案设计的实践，

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注重培养实际工作

中对知识的应用转化能力。教师在此过程中开展

解惑答疑，并给出明确可操作的修改意见。在“团

体心理训练组织实施及督导”模块中，依据前期理

论和修改后的方案，进行“适应”和“发展”2 个主题

的自主实训，同样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扮演主训者、

助手和成员等不同角色，注重培养实际动手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教师全过程详细

观察、记录，并对组织实施过程进行点评督导，给出

改进建议。

4　团体心理训练教学及能力考核实践

团 体 心 理 训 练 教 学 及 能 力 考 核 实 践 依 据

BOPPPS 教学模式进行阶段整合，根据团体心理训

练本身的教学特点和目标，将“导入—目标—前测—

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6 个阶段整合为“体验导

入—理论及研讨—实践教学及督导—效果评估和总

结”。其中“目标”“前测”阶段整合于“理论及研讨”

中；“后测”“总结”整合于“效果评估和总结”中。其余

阶段则按顺序一一对应设计，其中“参与式学习”是核

心阶段，该阶段以MES教学模式开展模块化的参与式

教学实践，如此将 MES 和 BOPPPS 整合，形成了团体

心理训练内容主题和技能操作培训的有机结合。

4.1　实践探索

4.1.1　体验导入

“导入”阶段，教员选择典型的团体心理训练案

例组织学员开展实践体验。该阶段主要目标是引

起学员对教学内容的学习兴趣和进一步探索的欲

望，感受团体心理训练的效果和魅力，体会作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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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得到的提升和收获。同时，该阶段还能够通过团

体心理训练本身的作用，在学员中进行“破冰”，破

除人际坚冰，建立学习团队或小组，为后续的研讨

教学，合作式实践教学奠定基础。

4.1.2　理论及研讨

该阶段主要包括“目标”和“前测”阶段。教员

从理论层面阐述学习目标，在了解团体心理训练的

概念、特点、功能、分类等基本知识基础上，掌握团

体心理训练方案的作用、基本结构、设计方法和注

意事项，掌握团体心理训练组织实施环节、分享技

巧、注意事项。教学以问题引导和案例牵引的方法

开展，并以课堂研讨互动的方式考察学员对相关技

能的掌握程度，为后续实践教学及督导的教学设计

提供支撑。

4.1.3　实践教学及督导

实践教学及督导主要包括“参与式学习”阶段，

学员依据前期分组进行分工合作，开展团体心理训

练“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模块的自主实践。

“方案设计”模块教学主要形式为“汇报方案+

教师督导”。①课前根据课程内容，提前设计好团

体心理训练方案；②课堂上，分组从“选题意义”“心

理学理论支撑”“活动流程（对象、方法及步骤）”“预

期效果”4 个方面进行方案汇报；③教师从“有无明

确结构”“目标是否明确统一”“活动安排是否有逻

辑性”“理论支撑是否合理”“分享要点设置是否合

适”“方案细节是否考虑周全”6 个方面进行督导，引

导讨论，点评并提出改进建议。

“组织实施”模块教学主要形式为“自主实训+

教师督导”。①课前依据修改完善的方案，准备活

动器材和场地；②课堂上，分组进行不同模块主题

的训练实践，每名心理工作者轮流扮演主训者、助

手和成员的角色；③教师从“主训和助手分工协作”

“活动主体环节组织”“分享环节实施”“问题和突发

情况处理”“整体时间和节奏把控”“团体氛围效果”

6 个方面进行督导，引导讨论，点评并提出改进

建议。

4.1.4　效果评估和总结

该阶段主要包括“后测”和“总结”2 个阶段。

“后测”为整个课程的能力考核阶段。团体心

理训练考核方式摒弃了传统的书面纸笔测验，改为

实践能力考核，分为“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2 个

部分。“方案设计”能力考核主要从 5 个方面进行，共

分为 12 个要点（表 1）。“组织实施”能力考核主要从

3 个方面进行，共分为 12 个要点（表 2）。

在“总结”阶段，首先，教师引导再次在督导环
节和能力考核环节的基础上，总结尚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对后续的改进措施进行研讨。其次，参与学
习的心理工作者对教学设计和组织实施进行评价。
再次，共同对后续教学模式和具体方法改善进行研
讨，为更加深入的团体心理训练教学方法改革奠定
基础。
4.2　成效和问题

依据 MES 和 BOPPPS 教学进行教学和能力考核
模式改革后，团体心理训练课程教学和技能培训体
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多个临床心理咨询技能综
合培训项目和团体心理训练专题培训项目上开展
了实践应用，并在卫生防疫、健康教育、护理学、特
殊环境医学等医学培训项目中进行了模块式推广，
取得了较好的培训效果和满意度评价。通过对学
员的后期访谈发现，多数学员在理论的针对性运
用、方案设计和实操技能上都取得了客观进步，主
观自我满意度评价也很高。如，大部分学员都提到

“此前的训练缺乏理论支撑，也缺乏科学方法。通
过此次培训，我知道了心理训练的相关原理与理论
依据，掌握了心理训练的方案设计、组织实施以及

表1 团体心理训练方案设计能力考核要点

内容

主题，目标和内容

理论和理念

逻辑性

结构，层次和条理

形式和操作性

要点

1. 主题明确
2. 目标具体
3. 内容充实

1. 理论掌握好
2. 设计理念先进

1. 内容紧扣主题
2. 逻辑性强

1. 结构合理
2. 层次清楚
3. 条理清晰

1. 形式新颖
2. 联系实际，操作性强

表2 团体心理训练组织实施能力考核要点

内容

活动实施

训练效果

控场能力

要点

1. 内容熟练，方法熟练，富有激情
2. 组织能力强，语言表达清晰明了
3. 引导得当，解释合理、通俗易懂
4. 沟通、协调能力好，举止自然大方
5. 合理使用各种方法，时间分配得当
6. 善于启发，互动良好

1. 辅导氛围活跃、融洽，成员参与性强
2. 互动灵活，富有趣味性
3. 培养认识自我和心理调节等多方面能力

1. 现场掌控力强
2. 辅导严谨，言行得体，素养良好
3. 随机应变、灵活处理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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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有关的技术和方法……”“通过占总学时多半

的实训课，我更加深入地体会到这些心理工作方法

的具体过程以及操作流程，自身组织心理训练的方

法与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等方面的收获和提

升。还有的学员提到方案设计的实践和实操技能

的实践具有很高的“沉浸性”和“体验性”，“步步推

进”式的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还有的

学员对考核模式提出了好评，指出“通过设计督导

和实践督导考核，切实掌握了团体心理训练的全部

技能……”。这些都表明此教学和能力考核模式取

得了实际的成效。

同时，在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自我反

思以及学员意见反馈，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

决。一是团体心理训练内容模块设置不够丰富，包

括“正念”“心理弹性”“音乐”“治疗”“危机干预”等

较为特殊主题的内容未设计到技能模块中。二是

对方案设计、研讨过程本身的督导和指导不够，目

前仅针对学员设计完成的方案进行督导，而没有在

学员设计方案的过程中给予全程性的指导。三是

能力考核的标准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改进，目前能力

考核标准各方面的要点描述存在不准确或模糊之

处，需改进表述方式，且缺乏对得分和扣分标准的

详细说明，需要进一步制定。四是融入医学教育程

度可以进一步加强，目前仅在个别公共卫生和护理

学培训项目中进行了模块式推广，未在相应医学学

科中形成较为稳定的教学模块，需要进一步融合。

5　改进措施

第一，在模块设置上，教学内容模块需要进一

步优化。目前团体心理训练内容模块设置主要包

含“适应”和“发展”2 个主题 8 个模块。根据当前团

体心理训练领域的发展和高校心理工作的新需求，

还需探索进一步增加“特需”和“职业发展”主题相

关内容。其中“特需”主题可以纳入“心理弹性”“正

念”“沙盘”“音乐”等不同模块，而“职业发展”则可

以探索纳入“团队凝聚力塑造”“应激适应”“团体决

策”“创伤处理”等模块，突出高校学员今后就业的

特点和需求。

第二，在教学实施手段上，加强分组研讨和合

作比重，从而进一步增强参与度。同时，利用网络

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试验，将方

案设计自主实践环节纳入线上教学，增加教师参与

方案设计指导的时间，增强交流效果。探索线上团

体心理训练组织实施，在“自我认识”“应激适应”

“音乐”“沙盘”“团体决策”等较为特殊的模块尝试

使用线上方式开展团体心理训练，并考察效果。
第三，进一步细化能力考核标准，增加主训者、

助手自我评价和团体心理训练成员评价 2 个项目，
细化评价要点。探索构建组织实施过程评价体系，
以团体心理训练人际互动沟通模式、沟通内容为主
要评价来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处理及分析
方法，创新过程评价模式。以此来构建完整的能力
考核评价标准体系。

第四，加强与医学教育整体融合程度，进一步
探索以完整模块形式融入卫生防疫、健康教育、护
理学、特殊环境医学、康复医学、运动医学等多领域
学科的专业技能培训中，形成稳定的培训体系，扩
大团体心理训练在健康促进中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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