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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E题/

健康带来青春阳光 中职展演年少芳华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身心健康专项"展示圆满落幕

! ! ! ! !月 "!日#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剧场内#!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身心健康专项%展示活动"在此上演& 来自 ""

所上海中职学校的师生#用他们自创自编自演的一台台节目#诠释着!身心健康"这一主题#展现了上海中职学生在优秀的
专业技能之外#积极阳光且创意非凡的另一面&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聆听年轻的告白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发出青春的呐喊

学校
风采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挖掘潜能 增强自信

! ! !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我并不差，不
会害怕！”

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展演节目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用》上，参演的同学们
用这样的呐喊，表达了青春期的学子从徘
徊中站起来的情绪。这台节目以反映外来
随迁子女入学后的迷茫为主题，用抽象的
肢体语言，表现了人物彷徨、无助的心路
历程。

而这种青春情绪，在现实的校园生
活中很常见，也促使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将青
春呐喊转化为推动学习生活前进的正能
量。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学校心理教师

会开展一对一的个案服务，还会组织“伴
我行”学生志愿队，利用“朋辈影响”，让
一些积极阳光的学生去帮扶一些心理问
题学生。学校组织了“彩虹心理社团”，从
全校各班选拔优秀学生，对校园内、班级
内的心理障碍学生的排摸，达到积极干
预的目的。每学期，学校会组织“我秀我
才”的才艺比赛主题活动，增强在校中职
生的自信心。
除了心理健康，学校对学生的卫生健

康同样紧抓不懈。学校落实学生出勤情况
汇报制度，由分管德育的校长不定期抽
查，校学生科组织落实，校医务室每天进
行统计上报，班主任对各班学生的出勤率

和病假原因通过“班主任微
信群”汇报。每天宿舍
卫生检查制度也是校

卫生工作的重点，学校寝室管理员每天早
上检查各寝室卫生的状况，同时对各寝室
未开窗通风的给予记录，并且在卫生表上
记录通报。此外，学校经常邀请外聘区防
疫站等相关部门的专家来校开展系列讲
座，还积极开展心理卫生知识竞赛，增强
学生的卫生防疫知识，并充分利用校园广
播、黑板报、橱窗等宣传阵地来普及卫生
常识。

此次中职校“身心健康专项”活动得
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学校一方面鼓
励学生积极参加“身心健康”知识竞赛，另
一方面，学校认真准备参演节目，外聘专
业摄影师、节目编排教师来校辅导，师生
们利用业余时间努力排练，让《不要以为
自己没有用》这一节目成为学生们走出彷
徨后的真实呐喊。

! ! ! !展演活动现场，由上海市聋哑青年技
术学校带来的舞蹈《剪纸姑娘》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一群听障学生在场边教师手势
的指引下，尽管听不见音乐，却依然完美
演绎了一段传统舞蹈，并将舞蹈中欢快与
阳光的情绪传达到每一名现场观众心里。

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是上海唯
一一所对聋人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寄宿
制特殊教育学校。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
宗旨是“以人为本，育残成才”!即以聋生的
终身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本，尽量挖
掘聋生天赋的才能，努力把聋生培养成为
思想道德高尚、文化基础扎实、专业技能
熟练、社会适应良好的人，使他们能自信
地走上社会，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围绕学校“育残成才”的目标，多年来学
校心理健康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组成了以心理教师为核
心、班主任为骨干，全体教师广泛参与的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团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已
经渗透、融合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

学校成立了以分管校领导、教导主任、
心理教师、年级组长、班主任、卫生老师等
为主要成员的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
组，健全了心理健康工作组织网络；学校每
学期都会邀请华东师大的专家或兄弟学校
的心理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讲座，并
注重对班主任队伍的培训力度，提高班主
任班级管理能力和解决学生问题的能力；
心理辅导室为每位学生建立了电子成长档
案，以尽快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将面试
与心理测试中反映出来较突出的问题，及
时告知相关班主任和家长，做到心中有数，
家校齐心协力做好对该生的关心和心理疏
导工作；每学期开学；心理辅导室会对每一
名学生从个性、学习、行为表现、心理状态
等多方面进行测试、观察、访谈和分析，将
心理健康调查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为促
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调整、确定不同的
教育目标，或者优化提高、完善个性，或者
帮助教育、改变不良行为，或者陪伴开导、
走出心理困境，提供必要的信息。

每年的五月份是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月，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全校性的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按照大中心的指导，结合自
己学校的特点，确定主题，设计、策划系列
活动。每日 "#分钟的晨会、每周一次的班
会也都是心理健康教育阵地。班主任们会
根据学校“立德树人”行动方案中各年级
的心理健康教育重点：高一年级是“如何
尽快适应高中生活”，高二年级是“调节与
控制情绪的方法”，高三年级是“正确应对
挫折”，高四年级是“以积极心态迎接高
考$参加实习”，结合自己班级学生的具体
情况，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此外，学校还成立了学生艺术团、学
生小记者团、口语朗诵小组、学生心理社
团、书法社团、竹刻社团、篮球队等各种学
生社团，还定期举办人文节、读书节、体育
节、艺术节以及“温馨教室”创建等活动来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聋生在活动中增长
才干，挖掘潜能，增强自信，使他们今后能
自信走向社会。 !文#袁征"

中职身心健康活动
影响广远

此次中等职业学校“身心健康
专项”系列活动于今年 % 月 %& 日正
式启动，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上海市
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上海市学校卫
生保健协会、上海新民传媒有限公
司等承办，旨在进一步提高中等职
业学校的卫生保健工作水平，提升
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对此项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促进学校卫生保健工作
的交流与互助，确保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让社会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

和理解学校卫生保健工作。
该系列活动由教师培训研讨会，网

络知识问答，现场活动展演三部分组
成。教师培训研讨会吸引了上海全市
'( 所中等职业学校的卫生保健教师和
心理教师。培训由沪上知名的心理教
师、上海洋泾中学心理健康中心主任徐
琳老师主讲，从如何提高中职生自信
心、人际交往能力、表达能力等方面，
为在座的卫生保健教师和心理教师进

行了细致的分析。
网络知识问答今年 ) 月份正式上

线，持续到 *月中旬，得到了上海市各个
中职学校的积极响应。在此期间，共有
+& 所学校参与，答题总人数超过了
%,((( 人，答题次数更是超过 "*&(( 次。
线上的知识问题按照中职生的年龄和特
点设计，旨在宣传健康的生理心理知识，
帮助中职生进一步了解和关注自身的身
心健康，正确面对学业、生活、未来发展
等方面可能面临的压力和挫折，营造和
谐校园氛围，健康度过人生关键的青春
期。

全市共有 )+ 所中职校提交了展演
节目。经过评审，最终，有 %%所学校的节
目进入了最终现场展演环节。这些节目
围绕身心健康主题，结合各中职校的课
程、社团活动、专业教学等，展示了学校
在促进中职生身心健康方面所取得的成
果。

展演呈现
真实青春内心

在此次现场展演活动的 %% 个节目

中，既有社团活动集中展会，也有自编自
演的情景剧，更有歌舞等传统节目。多种
艺术表现形式，多样的舞台表达效果，向
现场所有观众呈现了中职学生真实且丰
富的内心。

例如，上海商业会计学校的《不一
样的生日》，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
校的《手机伴侣》，都是用情景剧的形
式，展现了处于青春期的学生渴望家人
陪伴和理解的情感；上海市徐汇职业高
级中学的《我的校园，我的梦》，上海科
技管理学校的《社团活动助我快乐成
长》，反映的是中职校充分开发社团资
源，帮助学生走出迷茫，营造和谐校园
氛围的举措；上海市医药学校的《别
了，我的全职高手》，通过一个学生经
历沉迷游戏的痛苦挣扎，幡然醒悟的过
程，直指当下青少年沉迷游戏的社会问
题。

上海市教委教研究室艺术教研员
钱熹瑗在点评中表示，这些展演节目都
以各自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师
生们对身心健康的理解，其中一些节目
更是关注到了情感，对身心健康这一主
题进行了艺术的升华，让人们看到了中
职学校不一样的风采。

! ! ! !一部无声的心理原创肢体剧《告
白》，不仅帮助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
校一举夺得了此次现场展演活动的特等
奖，也让人们看到了学校在拓展心理教
育手段，拓宽学生参与度方面的不懈努
力。

近年来，学校积极开展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诚邀华师大的刘映杰老师
进行青春期身心健康讲座。同时，学校开
展学生团体心理辅导系列活动，如沙盘
游戏疗法团体辅导，戏剧教育与心理结
合的团体辅导、心理戏剧体验实践团体
辅导活动等。

戏剧不仅是学校的专业特长，更是
学校拓展心理教育手段的有力工具。此
次展演的《告白》，就是集全校师生之
力，自行创编的一部心理肢体剧。青春
期的学生处于情绪“暴风骤雨期”，容易

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而出现情绪困扰、
行为异常等各类身心问题。该剧不用一
句台词，全部依靠学生的肢体动作和表
演，展现出青春期学生在各类矛盾冲突
中，最终明白渴求梦想成真需要现实的
炼造，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才能找到“初
心”。

校心理教师高荣表示，青春期学生
在理想与现实的认知方面容易出现较大
的落差，特别是对于中职学生，这种落差

会引起自卑感，加上家庭关系、同伴关
系、异性交往等，会使得学生成为自负与
自卑的结合体。心理肢体剧《告白》经历
了一年左右的创编排练，先后进行了多
场演出。

此次展演中的《告白》，是经过高度
浓缩后的改编版本。学校通过组织学生
参加心理剧展演，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
喜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
良好的心理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