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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寻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内容构成，采用质性研究设计，通过半结
构访谈法收集资料，借助概念构图法分析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内容包括心理
健康教育信念知识、教师自我知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四类知
识内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研究结果可以为更好地理解与评价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性知识掌握程度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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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8 年 1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到 2035年，教师素质、
水平及能力要大幅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也
要增加[１]。由此可见，国家在深入推进教育工
作的思路和措施上高度重视教师个人及工作
队伍的质量建设与发展。教师个人工作质量的
考核维度不仅包含教师在课堂上传递学科知
识的教学质量，还包含教师在课上、课下各类
教育教学情境中处理有关学生问题的教育管
理质量。而后者所指的就是教师实践性知识。20
世纪 80年代初，国外开启了对教师实践性知
识的研究序幕[２]。20世纪 90年代，教师实践性
知识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我国[3-8]，并日益
成为我国教育学科与心理学科关注的热点。

当前，社会、学校及家庭均逐渐意识到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教师在教育
教学实践过程中能否有效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和对学生开展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迫
切性。本研究尝试从教师实践性知识视角出
发，结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工作情境，
探究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的
内容构成。依据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概念内涵，
将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界定
为：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生成并不断
建构形成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它本质上是中
小学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生成并不断建构
形成的教育经验体系与教学智慧素养。它来源
于实践，也应用于实践。它受到中小学教师工
作性质和教育对象特点的影响，指引和规范教
师的言行，使教师可以根据当前遇见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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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问题情境灵活组合，在复杂且动态的实
践场景中采取行为，通过教师的不断反思、提
炼，使之可以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不断检验和发
展，具有个体性、情境性。

本研究将使用概念构图法分析中小学教
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包含的具体内容。
概念构图法（Concept Mapping Method）最早由
Trochim提出，是一种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
相结合、通过生成可视化结果、深入探讨概念
内涵的一种分析方法[９]。这种方法将定性的内
容进行分类以后，生成理论和实证上都有意义
的类别[9-12]。例如，Jackon和 Trochim用概念构
图法研究了群体规范的内容[12]，王颂、解蕴慧、
马力用概念构图法研究了中国员工组织自尊
的内容[13]。本研究是以教师实践性知识内涵的
理论研究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设计，首先通
过半结构访谈法收集中小学教师对心理健康
教育实践性知识概念理解的一手数据，然后通
过概念构图法分析数据，揭示中小学教师的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构成，为更好地理
解与评价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
识掌握程度提供理论支持。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按照访谈法的

要求，采用目的性取样方法选择被试。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访谈研究时，为了保证
知识的全面性，首先从 34所中小学随机选择了
学校里的 48名小学至高中不同学科的教师。
之后，以这 48名教师为起点，从其所在学校再
随机选择另外两位不同学科的教师，以 3人作
为一组进行访谈，并且，保证每所学校接受访
谈的 3位教师中，一位是班主任教师、一位是心
理教师、一位是科任教师。其中，有部分学校选
择教师人数超过 3人，最终共有 34所学校 128
位教师参与了此次访谈。按照取样顺序访谈，
当访谈到第 128 位教师时，发现其与第 127 位
教师的谈话内容相近，且与之前访谈内容比较
没有发现“新增加”的内容，说明访谈数据已经
基本达到饱和[14]，故在访谈完第 128 位教师后
停止了访谈。被试具体构成情况为：小学教师
64 人，初中教师 33人，高中教师 31人；心理学

科教师 63人，其他学科教师（含班主任）65 人；
男教师 13人，女教师 115 人；教龄 10年以下教
师 64人，教龄 10年以上教师 64人。
（二）访谈提纲
研究使用的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

践性知识内容访谈提纲，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访谈对象个人基本信息的提
问（包括姓名、性别、授课年级、所教科目、教龄
等）。第二部分是关于“教师实践性知识”和“教
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两个概念基本内涵的
简介。第三部分是事先根据教师实践性知识、
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概念理论推导而编制的
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条目表格，
共计包含 47 个条目。该表格设计的目的一方
面是由于部分教师不了解教师实践性知识相
关内容，所以访谈时往往表述不清楚；另一方
面是由于通过与部分中小学教师提前沟通，发
现部分教师出于保护学生或是学校规定，不愿
意过多透露关于学校或学生的内容，而访谈条
目表格的设立能够保证在教师不方便回答访
谈问题的情况下有效完成此次访谈。第四部分
是关于访谈对象个人对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
知识内容理解的补充及其自身所拥有的心理
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描述的提问。总共有两个
开放性问题：“1.经过对表格的填写，您认为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是什么？还有哪些内容
需要补充？2.请结合自身经历，谈谈您目前具备
了哪些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
（三）访谈程序
为了提升对访谈提纲的熟悉程度和保障

正式访谈的效果，研究的访谈均由一名经过培
训的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完成。在正式访谈
之前，访谈者进行了多次预访谈，并且与具有
访谈经验的教师进行多次交谈，以保证访谈的
合理性，以及访谈对象能够更好地配合。

正式访谈时，访谈者需要花费时间与访谈
对象进行交谈以获得其支持，将访谈地点、
所花费时间及访谈形式详细说明，对每位访谈
对象的参与表示感谢，最重要的是保证研究的
保密性。首先向访谈对象讲明研究目的，询问
其个人基本信息，然后向其阐释“教师实践性
知识”和“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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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内涵，并发放事先编制的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条目表格。请其“在您认
为是属于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
的条目后面打‘√’”，待表格填答结束后，提问
最后两个开放式的问题，请访谈对象将自己的
回答内容写下来。

为了控制无关变量对访谈的影响，访谈地
点均选择学校内的安静教室或会议室进行，访
谈时间均安排在下午时间段。访谈的平均时长
为 30分钟。访谈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其提
出的相关条目的个数没有显著关系。访谈结束
后，对每位访谈对象进行编号，整理访谈条目。
（四）访谈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分析：概念构

图过程
第一步，创造分析单元。概念构图的分析

单元是指从访谈资料中提取的只包含一个概
念的句子或短语[12]。例如，本研究中的一个被
访教师这样说：“在处理教学问题时，教师运用
到的实践性知识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我认知。”
便从这个回答中抽取出“自我认知”作为分析
单元。每个分析单元由一个概念组成，可以是
一个词语或是带有修饰成分的一句话，均是对
于这个分析单元的解释。无论对于这个分析单
元的描述内容是多少，最终一个分析单元只能
表达一个含义，具体描述的程度由研究者根据
访谈过程中被试的回答来解释。如果一个分析
单元有一个以上的概念，容易出现一个陈述语
句包含两个意义的情况，这会使后续归类分析
过程中出现不同单元表达了相同概念的问题，
造成统计误差。因此，在这一步确保一个分析
单元只表达一个含义极其重要。研究在统一了
抽取分析单元的标准后，从 128名被访教师的
回答中一共得到了若干个分析单元。将意思相
同的分析单元合并，只保留一项具有代表性的
分析单元，最后得到了 33个在含义上相互独
立的分析单元。研究中，为了避免将位置相近
的分析单元分为一类，研究者打乱分析单元的
顺序，对于 33个分析单元进行随机编号，并最
终得到标记为 I1-I33的分析单元。

第二步，将分析单元归类。概念构图需要
至少 10名归类者完成分析单元的分类工作[12]。
研究选择了 12名应用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充当

归类者。在对这 12名归类者讲解概念构图程
序后，请其将内容相近的条目分为一类。最终，
12 名归类者分别将这些分析单元划分成了
3—6个类别。

第三步，多维尺度分析。将每一名归类者
的分类结果转换成一个 N×N的对称矩阵，列
与行都是从“1”到“N”的分析单元。矩阵的每一
行与每一列交叉点的值代表两个分析单元之
间的“距离”或相似程度，即表示分析单元是否
为一类。“距离”值用 0和 1表示，如果交叉点
的值为 0，表示两者无距离，是同一类；如果交
叉点的值为 1，表示两者有距离，不在同一类。
最终将若干个矩阵叠加得出一个加总矩阵。在
这个加总矩阵中，每一个值代表了两个分析单
元在若干名归类者心理上的“距离”，即若干名
归类者中有多少个归类者将两者放到了不同
的类别。叠加后的矩阵构成了多维尺度分析的
输入数据，最终形成的状态是一个二维的具有
N个点的标度图。图中的每一个点表示一个分
析单元，点与点的距离表示两个分析单元的相
似程度：如果两个点较近，表示若干名归类者
认为这两个分析单元解释了同一类别；如果两
个点较远，表示若干名归类者认为这两个分析
单元解释了不同类别。另外，图中点的位置没
有特定含义，并且它们是在左侧、右侧还是顶
部或底部并不重要，研究只关注图中点与点的
距离，只有距离才能表达分析单元的联系性[13]。
多维尺度的分析标准是应力值（Stress），应力
值反映了所得到的视图与原始矩阵的相似程
度的拟合程度。Trochim，Cool，Setze在其已有研
究中报告的概念构图的平均应力值为 0.285[11]，
在建立心理测量模型时需要的更为严格的应
力值标准为 0.1[15]，且应力值越小表示拟合程
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研究通过 SPSS 21.0软件
完成多维尺度分析的应力值计算，在二维空间
内展现了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
识内容 33个分析单元之间的关系。

第四步，聚类分析。由于多维尺度分析还
不能完全解释研究内容的具体分类数量和题
目，因此要根据多维尺度分析出的点坐标来进
行聚类分析。当聚类分析的类别结构并不十分
清晰的时候，最有效的分析方法是按Ward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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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15]。因为研究的理论假设并不完全确
定，所以采用Ward方法，根据得出的聚类树形
图确定分析单元的类别维度数量。

第五步，完成概念构图并命名。概念构图
的最后一步是采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每个类别
包含的题目内容，并对每个类别进行命名。这一
步常采用的方法是质心分析。质心（Centroid）的
含义是指聚类分析确定的每类中所有已知点
的平均值。质心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计算每一
类中的质心；其次是将每个点经过多维尺度分
析的坐标列出来；最后计算质心和各个类别之
间的距离。使用最接近质心的一点（题目）的含
义来指定其所在类别的名称。概念构图中，如
果类和类距离越近，那么就表明分类单位中包
含的分析单元被归类者越多地分在一个类别。
在最终的概念构图中，每一类在左边、右边或
上方、下方等位置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有类和
类之间的距离是研究的焦点。另外，图中分类
的空间大小或类分析单元的接近程度一般表
示这个类的概念覆盖范围相对宽广还是相对
集中[12]。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

识内容的多维尺度分析
本研究在访谈中共产生 33个分析单元，

由 12名归类者进行分类，共得到 3—6个类
别。对 33×33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结果的
应力值为 0.075。0.075低于 0.1 的标准，表明每
个分析单元之间的相似性与多维定标视图拟

合较好，可以进行概念构图的多维定标，其结
果输出在一个维度 1（X）—维度 2（Y）轴构成
的空间图中，所有的分析单元都以点的形式出
现（见图 1）。
（二）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

识内容的聚类分析
到目前为止，没有以某种系数为基础的数

学方法来准确确定聚类的类别数量，研究者一
般是根据研究假设、研究需要和其他统计方法
综合确定聚类的类别数量。根据已经得到的
3—6个类别数目对应的分析单元及类别的聚
类过程，分析过程满足本研究水平的要求，其内
容具有意义的层次是 3和 4。另外，采用 Ward
方法得出的聚类树形图（见图 2），横线（一条线
就是一个类别）被第一条虚线截断，端点的个
数就是该相对距离下的类别数目，第一个水平
总共有 4个类别。第二条虚线是第二个水平，总
共有 3个类别。3个类别和 4个类别的相对距
离虽然都在 5以内，但考虑最初的研究假设，
接受 4个类别的结果。

（三）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
识内容的概念构图与命名

通过计算每个分析单元的坐标值（见表 1）
求出该类别的质心，并寻找距离质心最近的
点，从这个点的内容出发，结合该类别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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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分析单元的点图

图 2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聚类分析的树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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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单元的内容，对该类别命名。

由表 1可知：第 1个类别 A（I13、I24、I20、
I33）的质心坐标为（-0.7527，0.202），距离最近
的点为 I24（内容为“教师做事有原则”），结合
类别内的其他分析单元内容，将此类命名为
“教师自我知识”；第 2个类别 B（I22、I32、I6、
I16、I7、I30）的质心坐标为（-0.4505，0.0673），
距离最近的点为 I30（内容为“教师认识到心理
健康比学习成绩重要，心理健康工作预防重于

矫治”），结合类别内的其他分析单元内容，将
此类命名为“心理健康教育信念知识”；第 3个
类别 C（I25、I31、I23、I27）的质心坐标为（-0.1365，
0.3107），距离最近的点为 I25（内容为“教师善
于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帮助学生”），结合类
别内的其他分析单元内容，将此类命名为“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第 4 个类别 D（I12、
I21、I3、I9、I10、I8、I28、I29、I1、I19、I26、I17、I18、
I14、I15、I5、I11、I2、I4）的质心坐标为（0.3294，
-0.1291），距离最近的点为 I17（内容为“教师
在生活中捕捉教育的机会”），结合类别内的其
他分析单元内容，将此类命名为“心理健康教
育方法与策略知识”。

从概念构图的结果（图 3）可见，4个类别
集中在 A、B、C、D四个区域。A区域表示“教师
自我知识”；B区域表示“心理健康教育信念知
识”；C区域表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D
区域表示“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根
据图中分类的空间大小可知，这四类概念内容
的覆盖范围按照 A→C→B→D的顺序逐渐宽
广，其中 A“教师自我知识”最为集中，D“心理
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最为宽广。

四、讨论
（一）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

识的内容构成
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性知识内容包括以下四个类别。
第一类，教师自我知识是指教师对自己的

个人特点（人格）与心理状况予以要求的一种

表 1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分析单元的
坐标值一览表

类别 分析单元 横坐标值纵坐标值

0.161
0.115
0.268
0.264
-0.289
0.326

-0.271
-0.069
0.501

0.206

-0.526
0.686

0.487
0.596
-0.627
-0.723

0.851
-0.318
-0.727

-0.124

-0.080
-0.480
0.484

-0.400
0.341
0.449
-0.115
-0.703

-0.551
0.654

0.215

-0.076

-0.524

注：本表中每个分析单元中所提及的“学生”均指包含普通学
生与孤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学习困难儿童等特殊学生在
内的所有学生。

-0.779
-0.666
-0.750
-0.816
-0.697
-0.426

-0.599
-0.512
-0.529

0.060

-0.232
-0.240

-0.100
0.026
-0.407
-0.097

0.337
0.764
0.322

0.061

0.758
0.120
0.646

0.373
0.568
0.452
0.383
0.057

0.277
0.319

0.775

0.597

-0.045

A

B

C

D

I13教师能够控制自己情绪、调节自己心态
I24 教师做事有原则
I20 教师有强烈的职业敏感度、高度的责任心
I33教师永葆对教育的激情、信念和热忱
I22 教师需要认真备课
I32 教师根据自己孩子的成长经历去不断丰富自
己的心理学知识
I6教师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总结、反思与提高
I16教师能够认识教育活动本质、目的和意义
I7教师的责任心和宽厚真诚的爱心是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的基础
I30 教师认识到心理健康比学习成绩重要，心理
健康工作预防重于矫治
I25 教师善于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帮助学生
I31 教师注意、感知当代青少年学生发展的新特
点和新问题
I23教师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I27教师对学生要尊重
I12 教师对教材的挖掘要有深度、有宽度
I21 教师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有针对性地教育
教学
I3教师关注家庭对学生的影响
I9教师注重给学生普及积极心理学知识
I10 教师与学生进行积极的沟通以找到学生积极
学习的动力来源
I8教师不仅要按成绩分层教学，还应考虑学生的
学习习惯、心理特点等
I28教师注重学生的体验
I29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
I1 教师掌握每位同学的思想变化、情绪状态及个
性心理特征
I19教师从学生擅长的方面鼓励并培养其学习兴趣
I26教师不能忽视学生对自己的态度
I17教师在生活中捕捉教育的机会
I18教师正面引导，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
I14 教师根据学生的反应，利用各种契机引导和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I15 教育学生方面应该有张有弛
I5 教师自己或者通过班主任了解学情，与其他科
任教师多交流、沟通，尽量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
I11 教师对“特殊生（孤儿、留守、单亲家庭儿童、
学习困难儿童等）”的处理经验成熟
I2 教师发现学生出现问题，及时用适当的方法去
解决
I4 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用学生的语言融入
学生的生活实际

维
数
２
︵
Y
︶

维数 1（X）

图 3 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的概念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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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认识。例如，“教师能够控制自己情绪、
调节自己心态”“教师做事有原则”“教师有强
烈的职业敏感度、高度的责任心”“教师永葆对
教育的激情、信念和热忱”。它体现着教师对自
我的具体要求，与陈向明和程凤农研究中所指
的教师自我知识是相似的，即都强调教师的个
人特点，以及教师是否能及时接收到外界信息
并依据其个人的特点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等[４][16]。由概念构图结果可知，这种知识概念
涵盖范围很集中，它本质上是教师能够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工作，以及掌握心理健康教育
实践性知识的前提与媒介。如果教师自身不具
备这些自我认识，就很容易被各类外界信息所
左右，甚至还会影响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

第二类，心理健康教育信念知识是指教师
个人对包含心理健康教育在内的教育工作所
持的基本观念与态度性知识。例如，“教师需要
认真备课”“教师根据自己孩子的成长经历去
不断丰富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教师需要在工
作中不断总结、反思与提高”“教师能够认识教
育活动本质、目的和意义”“教师的责任心和宽
厚真诚的爱心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
“教师认识到心理健康比学习成绩重要，心理
健康工作预防重于矫治”等。教师的信念是积
淀于教师个人心智中的价值观念，通常作为一
种无意识的经验假设支配着教师的行动，并通
过教师的行动得以实现和表现，教师的不经意
行为往往最能体现其教育信念[４]。因此，这种
信念性知识使教师将自己的教育主张渗透到
具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使学生可以获得
教师对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可能性。

第三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是指教师
能够依据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学生实施教
育的一种实践性知识。例如，“教师善于运用心
理学理论和方法帮助学生”“教师注意、感知当
代青少年学生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教师
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学生”“教师对学生要尊
重”。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学生，掌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才能使师生在心理健康方面共同
成长。这种知识强调教师应具备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态的认知水平，强调教师能够通过
心理学方法处理与学生的关系。因此，这与陈

向明所说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知识的内
涵不同[４]。

第四类，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是
指教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及教学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教育技巧与方法性
实践知识。例如，“教师根据学生的反应，利用
各种契机引导和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师与学生进行积极的沟通以找到学生积极
学习的动力来源”“教师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教师对‘特殊生
（孤儿、留守、单亲家庭儿童、学习困难儿童等）’
的处理经验成熟”。Dudley的研究发现，教师在
课堂内外通过与学生互动层面的话语表达，
可以揭示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到的隐性知识[17]。
可见，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能够
体现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并且这种知识是操作
性和运用性较强的知识，是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经验最直接的体现，是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性知识表达的主体，其涵盖及应用范围最广。
（二）四种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内容

之间关系
上述四种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

内容的构成关系与赵鑫、谢小蓉对教师实践性
知识构成逻辑的研究观点相一致。赵鑫、谢小
蓉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可分为观念性知识、
事实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三部分：观念性知识
是教师关于自身教育信念、理想等领域的知
识；事实性知识是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亲自
经历和确证的知识，强调各类客体对自己的影
响进而形成自己的教学特点；方法性知识是教
师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了解学生特点、组
织教材内容等操作性和运用性较强的知识。三
种知识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观念
性知识可转化成事实性知识，事实性知识可推
动方法性知识，方法性知识升华成观念性知识；
反过来，方法性知识可激发事实性知识，事实
性知识可巩固观念性知识，观念性知识可引导
方法性知识[18]。研究中的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信
念知识符合观念性知识特点，属于一种观念性
知识，它可通过教师不断学习和教学实践持续
发展成教师自我知识；研究中的教师自我知识
具有事实性知识特点，属于事实性知识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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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它反过来能够不断巩固或者扩展成教师的
心理健康教育信念知识；研究中的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知识与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
均符合方法性知识特点，属于方法性知识的范
畴。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信念知识会引导其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
策略知识的生成；反过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的深化
又能够升华和完善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信念
知识。同时，教师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与策略知识的优化还有
助于激发教师自我知识；反过来，当教师自我
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又有助于教师更新其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与策略知识。可见，研究关涉的教师心理健康
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各部分内容之间同样具有
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一方面，本研究选择的被试样本只涵盖了

中小学教师，对于大学教师拥有的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性知识内容并未涉及。教学对象不同

的教师群体拥有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
内容可能不同，对于中小学教师开展研究所
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同样适用于大学教师有
待于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化研
究大学教师拥有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
内容。另一方面，本研究虽然提出了中小学教
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具体内容，但
仍无法将其具体应用于教师实践性工作水平
的测量。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此概念构图的
结论为理论基础，收集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情
境中的关键性教育生活事件编制测验，以进一
步评估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显
现与运用情况。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通过半结构

访谈法收集资料，借助概念构图法分析出中
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内容包
括：教师自我知识、心理健康教育信念知识、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与策略知识；四类知识内容之间存在相互影
响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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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apping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Practical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ang Jiangyang1，Lou Yue1，Yu Yongquan2，Yuan Jingying2

（1.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2. Department of Moral Education，Fushun Teachers’Training Institute，Fushun Liaoning 113000）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collects data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by concept mapping method，including: the knowledge about belief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knowledge about teachers，the knowledge abou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and the knowledge about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four kinds of knowledge have mutual influence，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packag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etter under-
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Key word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practical knowledg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con-
cept mapping method；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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