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要发展， 重点

在环境，核心在政策，关

键在人才。 安乡县人事

局以发掘人才、 培养人

才、推荐人才为已任，以

实施“三个工程” 为重

点， 不断开拓人事工作

新局面。 下面谈谈这方

面的体会。

一、 重视“先导工

程”，深入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 是党的十七大作出

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教育活动和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的继续和深化， 是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 保持和

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

要求。 为确保学习实践

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

安乡县人事局以学习实

践活动为切入点， 在学

习实践活动中严格按照

“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

动作有特色”的总体原则，分三个阶段

六个环节稳步推进学习实践活动。 首

先，局党组成立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由单位“一把手”亲

自任组长，统一调度各职能部门开展学

习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

常务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组织

学习、调研、讨论等各项活动的开展。 其

次，局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学习

实践活动方案， 并严格按照方案要求，

及时提醒、督促各部门高质高效开展活

动， 力争通过扎实有效的活动开展，达

到提高干部职工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

题，创带动整体工作的目标。

二、启动“主体工程”，全面推进公

务员法配套法规贯彻实施

安乡县人事局组织全县公务员对

近两年来先后出台的《公务员奖励规

定》、《公务员培训规定》、《公务员考核

规定》、《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公务员调任规定》、《公务员职务任免

和职务升降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法规进

行了认真深入的学习，力争通过突出重

点引导学、定时定量约束学、点题讨论

交流学、结合实际深化学等形式，让学

习内容入耳、入脑，全面提高全体公务

员的理论水平和法律意识。 他们以“领

导干部熟悉，人事干部精通，基层干部

群众了解”为目标，依托安乡县门户网

站和单位人事人才网站，分期刊登有关

重点法律法规条文，并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进行深入的讨论，起到了较好的宣传

效果。 同时，召开专题会议对配套法规

的贯彻落实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组成

督查组，对全县配套法规贯彻落实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各项法规政策能得

到全面执行。

三、狠抓“民生工程”，努力做好大

学生就业服务工作

今年以来，人事局全体干部职工充

分履行职责，积极应对今年严峻的毕业

生就业形势。 他们一是积极开展调研，

切实摸清了底数，为做好毕业生离校后

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二是积极落实政策，为毕业生办

理人事代理、人才推荐、社会保障等综

合服务，减轻毕业生求职就业压力。 三

是积极进行宣传，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

创业，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到

艰苦地方工作。 同时，继续认真做好选

拔高校毕业生进公务员队伍、选拔应届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开展“三支一

扶”等工作。

现今，将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融入到对学生的关爱之中已成为

一种不可或缺的理念。相关的实践

活动在学校、家庭、学术界乃至整

个社会中广为盛行。而社会各界尤

其是学术界对教师心理健康状况

的关注也在近年持续升温，相关的

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正在蓬勃开

展。《师生心理成长丛书》（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出版）在

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丛书作者队伍阵容强大，著

名心理学家、 北京师范大学林崇

德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

长董奇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心理与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伍新

春教授，“万千教育” 与“万千心

理” 总策划石铁先生一起主持策

划，全国 10 多位长期从事心理健

康教育、潜心研究教师专业发展、

有相当学术造诣和社会影响的中

青年学者执笔撰写。 丛书不仅回

答了当下中小学校和研究者关注

的众多问题， 还进一步明确了提

高教师自身素质的切入角度（人

际关系、自我认识、压力管理和职

业规划等），制定了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目标（发展性目标和适应性

目标）和内容，这为将来我国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指

明了新的方向， 为将来中小学校

开展学生和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了宏观指导。

丛书包括两大部分：教师心理

成长系列和学生心理成长系列。

“教师心理成长系列” 除总论性质

的《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外，还包括

《教师工作压力管理》、《教师职业

倦怠预防》、《教师人际关系和谐》、

《教师健康人格促进》、《教师职业

生涯发展》。“学生心理成长系列”

的结构与教师系列相似，包括 1 本

总论性质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以及 5 本分论性质的图书———《幼

儿心理健康教育》、《小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心理教师用书）》、《小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全体教师用书）》、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教师

用书）》 和《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全体教师用书）》。

统观《师生心理成长丛书》，它

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丛书的结构和内容具有

科学性的特点。丛书之间以及丛书

内部各个章节之间的设计和安排

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拿

教师心理成长系列中涉及的工作

压力、职业倦怠、人际关系、人格以

及职业生涯发展等议题来说，相互

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 而

就学生心理成长系列而言，每本书

都按照智力水平（认知水平）、自我

意识、人际关系、社会适应、情绪和

人格这几部分展开阐述，虽然涉及

具体的议题时有所侧重，但是都在

体现着“智力正常是基础，关系协

调是关键，情绪状态是表现，人格

完善是结果”的心理健康标准。 就

内容上来说，丛书中提及的心理学

基本理论、概念、原理、新近的研究

成果、各种评估工具和案例都体现

着作者多年的专业积累，具有很强

的可靠性。

其次，可读性和趣味性强。 丛

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幼教

师，选题都是教师感兴趣的话题，

在论述时做到言简意赅、 深入浅

出， 配合有趣的案例分析以及心

理知识窗，以与教师对话的方式，

将专业性较强的心理学理论和原

理以教师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

表达出来， 这无论对于提高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的水平， 还是对于

增强其自身的心理素质都有很重

要的意义。

再次， 操作性与务实性突出。

丛书中在每个章节都涉及相应的

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和记分方法，心

理训练方案和细致的步骤，以及一

些实用的案例。这些都使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有较强的操作性，便于中

小幼教师结合现有的学校设施和

主客观条件灵活开展工作。

最后，丛书的心理健康观具有

中国文化色彩，并将西方的心理健

康表述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

相信该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

推动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对

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个人成

长，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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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师生心理健康 推动教育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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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彭运石

对培养教师积极情绪的几点认识

长沙县福临中学 朱煌达

对于教师来说，情绪并不仅仅

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它还直接作用

于教育对象，成为一种教育手段和

教育内容。 因此，教师的职业特征

要求教师要有极强的自我调节情

绪的能力，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积

极、乐观向上的祥和、稳定、健康的

状态，以旺盛的精力、丰富的情感、

健康的情绪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

中， 真正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教师从

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增强心理保健意识，掌握

心理调适方法

教师要学会对自己的心理进

行调节， 缓解和减轻心理压力，维

护自身心理健康。教师心理压力的

自我缓解首先可以调整认知，以积

极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世界。情绪放

松训练可以采用：（1）放松训练。即

通过肌肉的紧张与放松的练习，从

而使人体验放松的快乐，达到控制

情绪强度的目的。 神经的放松，尤

其是大脑的放松对于消除紧张情

绪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转移

注意力。人们在很多情况下产生的

紧张情绪是由于他们过分注意那

些令他们担心的事物或情境所造

成的。由于他们的注意和紧张构成

了一个相互强化的系统，越注意越

紧张，越紧张越注意，恶性循环，使

心理压力不断加强。 因此，转移的

方法可以有很多，如经常进行体育

训练， 适当从事一些家务劳动，或

者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手工劳动，读

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还可以为社

会或他人做一些好事等等。（3）与

人交谈。因为教师工作的方式是相

对独立的，容易造成教师人际关系

的紧张和交往范围的狭小， 所以，

当教师出现压力和心理紧张时，应

与人交谈，以排解心中的孤独与苦

闷，取得家人和朋友、同事以及社

会上的其他人的理解和支持，消

除紧张情绪。（4）情绪对比。 即是

使两种对立情绪发生冲突， 使正

面的积极情绪战胜消极的反面情

绪。 具体做法就是当教师感到紧

张、压力过大时，找来一些极幽默

的笑话、相声、漫画、书籍等来听

或看，并从内心发出开怀大笑。 因

为人在笑时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疼

痛和不舒服感，消除厌烦、忧郁和

紧张的心理状况。

（二）磨炼意志，增强抗压性

心理压力是人们对外界刺激

进行反应时所产生的一种主观体

验，它的大小因人而异。 同样的事

件或刺激情境对不同的心理压力

的大小是不同的。 抗压性较强的

人，对于系统刺激所感到的压力就

较小；抗压性小的人，对于系统刺

激所感到的压力就较大。 所以，加

强意志品质的培养，磨炼人的意志

力是增强抗压性的有效方法，也是

减轻心理压力的重要心理基础。

（1） 教师要明确自己行为的目的

性，增强教师育人的神圣感、使命

感、责任感，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信

念独立地采取决定和执行决定，在

行动上克服受暗示性，不屈从于周

围人为的压力，不为别人的言行所

左右。（2）教师要加强意志果断性

的锻炼。 为此，就是必须全面而深

刻地考虑自己行动的目的和方法，

懂得所作决定的重要性， 明辨是

非，当机立断，克服犹豫不决和优

柔寡断。（3）教师要注意自己自制

性的培养，学会自觉、灵活地控制

自己的情绪， 克服懒惰、 恐惧、紧

张、愤怒和失望等不良情绪。

（三）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圈

教师要学会与人交际，善于与

人交际，将自己和谐地融入到各种

人际关系中， 保证健康的心理，更

好地教书育人。 其中，教师与学生

的关系尤为重要。而要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最重要的是必须成为与

学生沟通的“高手”， 知晓学生的

“内心世界”。（1）调整与学生交往

的态度，这是师生间沟通成败的关

键。 学生是善感的，他从老师的眼

神、语言、语调中就能感到老师是

否喜欢自己，从而据此做出相应的

反应。 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我

们往往能从别人的脸上读到自己

的表情。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际

交往态度决定着交往成败的道理。

因此， 把自己的学生想象成“天

使”，就能和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

（2）避免使用易造成师生沟通障碍

的不当语言。教师在和学生交往的

过程中， 不能使用发号施令的语

言，如命令、威胁、强加于人的观

念、过度的专断等，这些做法容易

引起学生的反感，学生即使口头上

表示顺从，也不容易产生积极的行

为。教师不要傲慢无礼，如训斥、揭

露等，此类做法有明显贬损学生的

意味， 从而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学生可能出现反攻击的心态。教师

还不能使用讽刺挖苦的语言，如暗

示性中伤等，教师使用此类语言是

希望学生听懂弦外之音，但是此类

语言往往对学生的伤害非常大，因

为其用意中隐藏着的是对学生的

厌恶和轻视。

社会的不断发展，使教师的工

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诸

多挑战，教育工作者要注意用积极

的情绪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生活和

学习， 用成功去体会生活的喜悦，

从而享受教育工作的全部意义。

———评《师生心理成长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