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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张大均

心理健康教育已受到国家、地方政府和各级各类学校前所未有的重视，大多数学校已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正方兴未艾。目前，我国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虽有教育行政强力推进，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从教育实践角度

看，怎样科学有效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中西部地区（尤其

是农村）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短缺，基础薄弱，“缺医少药”的现象依然存在。针对目

前许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教什么”和“怎么教”等主要实践问题，我们以承担的

重庆市“十一五”重大教改项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教材建设研究”成果，和总

结20多年专门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西部心理健康教育

的现实需要，以“维护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培育积极心理素质”为目标，遵循推陈出

新、科学实用的原则，编写了这套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

整套教材分小学、初中、高中三段，均按“诊断评价——观点意识——策略训练——

反思内化”统一结构体例编写各段教材。

1．诊断评价。主要是让学生自我感受、发现自己的问题，并通过实话实说、心理测

量、心里话、向你倾诉等方式让学生在参与中达到自我诊断评价的目的。

2．观点意识。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最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观点，并通过专家视点、

最新成果、科学研究、生活常识等呈现方式来形成积极的心理健康观念和意识。

3．策略训练。针对提出的相应策略，设计成2~3个行为训练活动，通过学生的实际操

作和活动来体会、感受这种方法的作用，并学会如何使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角色扮

演、行为模拟、组织行动等来体现。

4．反思内化。主要通过对本课所学进行总结、回顾和反思，使学生意识到自己在本

次活动中有什么收获、体会和体验，进而意识到自己学到了什么，对以后有什么帮

助，可以通过回音壁、心灵镜等方式来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和内化体验。

我们新编此套系列教材力求既符合我国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又充分考虑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维护和心理素质培育的特殊要求，突出以下特点：

1．科学性。整套教材立足于学科发展前沿，吸取国内外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最

新成果和有关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的优点，推陈出新，无论是内容选择、策略提出，还

是活动设计、培育模式的构建，都力求持之有据、科学合理、客观可行，力求做到既

合目的又合规律。

2．目的性。整套教材针对以往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偏重学生心理障碍的现象

描述，缺乏操作性的缺陷，把解决中小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与培育、优化、提高其积



极心理素质有机结合，设计了以诊断评价、观点意识、策略训练、反思内化等板块为

主的连结点，并根据不同年级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确立了相应的具体目标，使整套

教材任务明确，上下衔接，环环紧扣，目的性强。

3．实用性。实用性是本套教材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根据课题组对中小学生的大规模

调研结果，针对其心理发展特点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独特要求，尤为强调——趣味性。

每个教育主题或以典型故事，或以自我检测，或以归纳总结案例等形式引入，让学生

在愉快、新奇的心境下认识自我，引发探索参与的兴趣。操作性。精心设计重点突出

的心理素质培育策略，策略训练包含具体的训练环节和活动步骤，每一单元拟在一课

时内完成，没有附加的作业，易于实施。参与性。心理素质培育的关键在于促使学

生积极的外显行为通过有目的的训练转化为内在品质，因此，每一次训练都有活动

设计，安排了主体参与内容，让学生在活动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和发展自我。针对

性。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心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精心设计出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心

理发展水平学生的心理素质培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干预策略。

4．系统性。依据国内外关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培育的已有研究成

果，从学生心理表现的动态与静态的结合上系统考察其心理健康教育，同时突出心理

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注意不同年级之间的起承和衔接，注意目标手段的匹配，注意心

理与行为的协调，使整套教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相信这套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的出版不仅对全面推进我国中西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能

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建设也是一个促进。本套教材

不但适合开设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使用，也可以在思想品德课和班、团、队等主

题活动中使用，还可作为家庭心理素质培养的辅导教材。

本套教材系重庆市“十一五”重大教改项目“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教材建设研究”

的成果之一，由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组

织编写，由张大均任总主编，小学段由郭成、刘衍玲、陈旭任主编，初中段由陈旭、

郭成、刘衍玲任主编，高中段由刘衍玲、郭成、陈旭任主编。参加本册教材编写的作

者主要有（按姓氏笔画排列）：马建苓、马瑞瑾、王婧、王婧、王雪平、王磊、邓

敏、卢荣梅、刘小洪、刘光林、刘妍洁、刘衍玲、刘洪、刘畅、吉浩玮、张大均、张

芳芳、何娇、何潇雯、李艳、李雪、李蓉、李翔、李颖、陈旭、陈晓、陈豪、邹荣、

杨剑霞、杨美、林颖、周蕊、周碧薇、钟兴泉、胡馨月、郭成、唐春芳、龚务、曹建

福、曹晓君、董蔚楠、谢玉兰、彭丽娟、雷鹏、熊倩、魏欣、瞿斌。在本套教材的撰

写过程中，郭成教授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主编及参编人员通力合作，在此谨向

所有参与、支持这项工作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热忱欢迎同行、一线教师和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2011年6月8日于西南大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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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灵有约
本课目标：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明白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掌握提高心理健康的方法。

诊 断 评 价

测一测

下列问题中，每题有4个备选答案，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答案：A表示

“最近一周内出现这种情况的日子不超过一天”；B表示“最近一周内曾有1～2天出现这种情况”；C

表示“最近一周内曾有3～4天出现这种情况”；D表示“最近一周内曾有5～7天出现过这种情况”。

1．我因一些事而烦恼。                                                       

2．胃口不好，不太想吃东西。                                                 

3．心里觉得苦闷，难以消除。                                                

4．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5．做事时无法集中精力。                                                       

6．觉得自己情绪低落。                                                                   

7．做任何事情都觉得费力。                                                  

8．觉得前途没有希望。

9．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败的。

10．感到害怕。

11．睡眠不好。

12．高兴不起来。

13．说话比往常少了。

14．感到孤单。

15．人们对我不太友好。

16．觉得生活没有意思。

17．曾哭泣过。

18．感到忧愁。

19．觉得人们不喜欢我。

20．无法继续正常学习。

结果及解释：

每题选A记0分，选B记1分，选C记2分，选D记3分。各题得分相加，统计总分。

16分以下，说明你可能有轻度的心理问题，可以尝试进行自我心理咨询；得分在16分以上，说

明你有较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时应考虑到心理咨询机构去进行心理咨询。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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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意 识

小常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米特尔曼提出的心理健康的十条标准被认为

是“最经典的标准”：1．充分的安全感；2．充分了解自己，并对自己的能力作适当的评价；3．生

活的目标切合实际；4．与现实的环境保持接触；5．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6．具有从经验

中学习的能力；7．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8．适度的情绪表达与控制；9．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

条件下，对个人的基本需要作恰当的满足；10．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条件下，能作有限的个性

发挥。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心理健康总结为“六大维度”，即自我意识正确；人际关系协调；性

别角色分化；社会适应良好；情绪积极稳定；人格结构完整。

策 略 训 练

策略一：正确面对压力
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压力，每种压力都需要个人付出一定的努力进行克服。而每种压力又

不一样，这就需要大家能够针对不同的压力源找到减压的方式和方法。

 
★活动1：七彩泡泡
思考下列问题，将答案填在下面的“压力圈”中，离自己身体较近的为近期所承受的压力，离

身体较远的为前段时间所承受的压力；圈较大的表示对自己的影响较大，圈较小的表示对自己的

影响也相对较小。

1．我目前都承受着哪些压力？                                                                                                            

2．这些压力哪些是近期的？                                                                                                             

3．这些压力哪些是长期的？                                                                                                             

4．这些压力哪些较大？                                                                                                                     

5．这些压力哪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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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些压力的压力源是什么？                                                                                                            

7．这些压力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                                                                                                    

★活动2：我要对你说
1．将班级成员分成几个小组。

2．小组内的同学将刚才填写的压力拿出来，让小组的其他成员扮演其中一个同学的各种压力，

这些“压力”纷纷去压该同学，让该同学感受外化了的“压力”，力度由扮演压力的同学们自己控制。

3．然后让该同学分别对不同的压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包括面对压力的想法、情绪和需要的

帮助等。

4．小组的成员轮流扮演压力和被压者。

5．活动结束后，小组成员一起讨论应对压力的办法。

策略二：对抗负面情绪
长期的压抑情绪将直接导致心理障碍，因此，生活中遇到不愉快和烦闷的事情，可以找好朋

友、同学、亲人等将自己苦闷的心情倾吐出来，从他们那里获得情感的支持和理解，获得认识和解

决问题的新思路，缓解压抑的心情。

★活动3：情绪猜猜看
1．请几位同学用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表现某种情绪，表演过程中不能说话。

2．其他人观察、识别表演者的情绪状态，给予适当的评价并谈谈自己的感受。

3．总结情绪反应的组成。

★活动4：角色扮演
学生A、B各自在看发下来的数学考卷。A自言自语：“唉，这下完了，才79分，比上次下降了10分，

爸爸妈妈一定会对我很失望……这道题怎么多扣了我2分？X老师从来没有对我有过好感。”A说完趴

在桌上闷闷不乐。B叫：“A，放学了，我们一起走吧。”A不理，B上前看A的考卷说：“哎呀，第三道题

你不是复习过吗，怎么做错了？真可惜。”A冷冷地回答：“是啊，我脑子笨，有啥可惜，有的人开心还来

不及呢。”B安慰说：“你不要难过了，我上次测验也只有75分。”A回答：“猫哭耗子，假慈悲！”

旁白：第二天，A的考卷没让家长签名，看见数学老师总是避开，数学课无精打采，作业也越来越

不认真，还常常迟交……

根据角色扮演，大家一起讨论A的不良想法和情绪，填入下表。

事情 想法 情绪 行为

数学 测 验

成 绩比 上

次下 降了

10分

想一想

1．是什么造成了A的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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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改变这些想法？

                                                                                                                                            

3．如何调节这些消极情绪？

                                                                                                                                            

策略三：正确认识自己
心理学研究表明，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与本人的实际情况越接近的人，其社会适应性就越

强。因此不要苛求自己完美，要正确认识自己、肯定自我、悦纳自我。

★活动5：拍拍手
这是一个认识你自己潜力的游戏。

1．首先按照自己的预期，写下自己在一分钟之内快速地连续拍手的次数，记下这个数字。

2．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计时器（手机、手表等），在一分钟之内尽自己最大努力拍手，然后

写下拍手次数。

3．对比这两个数字的差距，思考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人们通常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做到的。这提

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但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是可以克服的。

★活动6：猜猜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下面这个活动可以测试你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别

人是否也发现了你的独特之处。

1．每个同学拿出一张纸，在纸上以“我是一个……的人”的句式写出自己独特之处，包括特

长、优点和缺点，共十条。

2．将每个同学所写的纸条放入一个空箱子里，由老师抽取纸条并念出纸条上的内容，让同学

们猜猜是哪个同学。

3．看看哪张纸条能又快又准地被猜出。

4．想一想，为什么有些同学能很快地被猜出，而有的同学即使念完了十条别人也不知道说得

是谁。

策略四：积极参加社交活动
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必须生活在社会群体

中，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扩大人际交往，开阔胸襟，减少心理危机感。

★活动7：大树和松鼠
1．将班级所有同学按每一组四个人分组。

2．每组由两个同学牵手围成一个圈扮大树，一个同学在圈里面蹲着扮松鼠，另一个同学扮演

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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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师对大家进行发号施令，比如老师喊“松鼠”，大树不动，扮演“松鼠”的人就必须离开原

来的大树，重新选择其他的大树，魔鬼就扮演松鼠并插到大树当中。出错的人出列，不得继续参与

游戏。

4．出错的人数过超过1/3时，游戏结束。

5．思考一下，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大家感受最大的是什么？一个人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途径大概有

多少种呢？除了自己主动或别人主动，还有什么？

★活动8：同舟共济
和他人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大家都站在一条船上时。

1．把班级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得到一份报纸。

2．将报纸看作是在落水时唯一的一艘船。

3．想办法让小组中更多的人站在船上（可以用任何姿势）。

看看哪一组让最多的人站到了船上，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感想。

反 思 内 化

★活动9：角色扮演（续）
根据今天所学内容，将活动4中A的遭遇当成你的遭遇，填写下来。

事情 想法 情绪 行为

数学测验

成绩比上

次下降了

10分

★活动10 ：认识自己
在下面相应的位置分别写上老师、同学、父母对你的评价以及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不少于十

个，在中心的圆中写上共同的评价，看看你是否能够正确认识自己。

老师

父母

同学

自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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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架乐学之桥
本课目标：激发积极、愉快的学习情绪，培养阳光的学习心态。

诊 断 评 价

测一测：我的学习主动性怎么样？

要求：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在括号内填“是”或“否”。

1．上课老师提问时，我喜欢听同学回答问题和老师的总结。 （     ）

2．当我的学习成绩比别人差时，会感到难过。 （     ）

3．做功课和接待朋友这两件事，我更喜欢后者。 （     ）

4．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学习时间，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     ）

5．我觉得学习真是一件苦差事。 （     ）

6．作业中遇上难题，我喜欢自己动脑筋思考去解决。 （     ）

7．我很少预习，也照样听课。 （     ）

8．暑假里我也是每天学习，从不在快开学时才赶作业。 （     ）

9．不感兴趣的课程，我就不愿花很大的力气去学。 （     ）

10．我喜欢和别人讨论学习中的问题。 （     ）

11．学习成绩好不好，我不在乎。 （     ）

12．我听课时从不走神，总是尽量领会老师讲的内容和讲课的意图。 （     ）

13．我在考试前“临阵磨枪”，效果挺好的。 （     ）

14．即使是我特别想看的电视节目，在没做完功课前也不看。 （     ）

15．老师留的选做题太难了，我一般不做。 （     ）

16．我学习就是想多学一点知识，考试不考试无关紧要。 （     ）

17．我在学习上有忽冷忽热的毛病。 （     ）

18．我喜欢琢磨习题的多种解答方法。 （     ）

19．上课没听明白的问题，我也不愿意问老师和同学。 （     ）

20. 我不埋怨老师讲得好不好，学习主要靠自己努力。 （     ）

21．我喜欢解答能从教材中找到答案的问题。 （     ）

22．偶尔一次考不好，我也不气馁，相信总会赶上的。 （     ）

23．我在学习时，有点噪音就学不下去了。 （     ）

24．不管老师布置作业与否，我都有自己的学习内容。 （     ）

25．现在学习的东西，将来用不上，不是白学了吗？ （     ）

26．平常有个小灾小病的我也从不耽误学习。 （     ）

27．每次发下试卷，只用听明白老师的试卷分析，不用改正自己试卷中的错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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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我从不拖拉。 （     ）

29．我不喜欢看课外参考书。 （     ）

30. 有问题时，我都要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     ）

31．每天课后写完作业，我就觉得踏实了。 （     ）

32．每次考试后，我都要分析自己的试卷，找到自己学习上的不足。 （     ）

结果及解释：

凡偶数序号的题目，选择“是”记1分，选择“否”记0分；凡奇数序号的题目，选择“否”记1分，

选择“是”记0分。将分数相加，按以下标准来评价自己的学习主动性。

25～32分，你的学习主动性很强。

16～24分，你学习有一定主动性。

15分以下，你学习缺乏主动性。

 

观 点 意 识

 
小故事高 凤 流 麦 

后汉时，南阳有一书生名叫高凤，少时，“家以农亩为业”，他却“专精诵读，昼夜不息”。有

一次，高凤的妻子下地干活，而庭院里又晾晒着小麦。为了防止鸡、鸭糟蹋粮食，妻子让高凤在

家看护。突然，天降暴雨，此时的高凤仍手持赶鸡的竹竿诵读经书呢。一会儿，高凤的妻子从

地里赶回来一看，小麦都被雨水冲走了，而自己的丈夫却浑然不知，仍在书中神游。在妻子的责

问声中，高凤才恍如从梦中醒来。后来，人们用“流麦、中庭麦”等形容读书专心，用“流麦士”

称书呆子。 

读一读什么是快乐学习

快乐是一种健康、平和的心态，是我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和事，正确

看待生活、学习中的困难、挫折与逆境的良好的心态。当我们将这种快乐的心态用于我们的学

习时，我们就达到了学习的最佳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我们会发现学习是一种享受，学习新知

识是一件快乐的事，读书、上课、完成作业、复习功课、与同学交往、向老师提问等，都是很有

趣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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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训 练

策略一：换位思考，将消极情绪转变为积极情绪
学习中，面对不喜欢的学科，我们往往会产生各种畏难情绪。这时，换个角度思考，想象学习

这些知识积极有利的一面，你的心情就会愉快许多，也能够以更良好的心态去继续学习。

★活动1：不一样的结局
剧情大意：
数学老师把练习本发下来了，小明和小丽（两人是同桌）都做错了一题。小丽拿到本子看了看便

说：“太好了，我又多了一次练习的机会。”说完，就打开课本边复习边思考起来，经过认真地复习、计

算，她终于改对了这道错题。回到家父母不但没有责备她，反而表扬了她。可是小明看到本子上的红

“×”，就自言自语地说：“真倒霉，怎么又错了呢？我真笨。晚上回家又要被爸爸骂了。”他对着本子

一直发呆，晚上回家果然被爸爸骂了一顿。

选出两名同学表演以上小品，表演结束后，四人为一小组进行讨论。

1．小明和小丽的态度哪一种是积极、值得我们效仿的？

                                                                                                                                                              

2．为什么它是积极的？

                                                                                                                                                              

3．对待同一件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结果？

                                                                                                                                                              

策略二：深入了解，将不感兴趣转化为感兴趣
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往往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或错误地理解了它。因此，对不感兴趣的东西

进行进一步的了解，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求知欲望，主动学习。

★活动2：知识大探索
我最不感兴趣的学科：                                                                                                         

我不喜欢它的原因：                                                                                                             

我可以了解它的途径：

途径一： 途径二： 途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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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它后，我的新发现：

                                                                                                                                                              

策略三：忙里偷闲，在学习中游戏 
学习是一项紧张的活动，如果在学习中善于发现并总结学习技巧，就会有一种在游戏的感觉，

从而增添学习的乐趣。

★活动3：挑战极限
圆周率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使用各种方法，看看大家谁在相同的时间内记住的位数多。

圆周率=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058209749445923078164

062862089986280348253421170679

1．给大家十分钟时间背诵，看看能记多少位。

2．记忆位数较多的同学分享自己的记忆方法并在全班推广。

3．大家说说本次活动给你带来的感触。

策略四：变废为宝，在游戏中学习
游戏或课余活动不仅能够放松身心，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要善于发现游戏中的

学习契机，如看英文电影的时候，通过听原声对白锻炼听力等。这样既能够愉悦身心，又能够获得

知识，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好方法。

★活动4：寓乐于学
自己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并从中挖掘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能从中学习的地方

反 思 内 化

★活动5：听故事，说情绪
1．假如你拿着上课要交的纸模型经过公园时，看到椅子旁有50元钱，便将模型放在椅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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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钱。未料，一人走过来坐在放模型的椅子上，把模型坐坏了。此时，你的情绪如何？你是怎么想

的？把它写下来。

2．后来，你发现这人是个瞎子，他看不见你的模型，此时你的情绪、想法又是如何？也把它写

下来。

3．请一些学生念出自己先后两个情绪反应，并记录下来。

4．请其他同学补充不同的情绪反应。

5．脑力激荡：为何对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想法、情绪会有不同？当故事有新发展时，为何同

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情绪反应也不同？

6．请刚才说出自己情绪的同学，说明他当时的想法。并请有相同的情绪，但想法不同的同学补

充其想法。

7．同一事件，每个人的情绪反应各不相同，乃因其想法不同，不同的想法引出不同的情绪反

应。就同一个人而言，新想法的产生，使得其对此事件重新解释而产生新的情绪。即使是同一个人

对同一事件，只要其想法改变，其情绪反应亦会跟着改变。谈谈你的感悟。

 8．如何将上面学习到的方法迁移到学习上？

                                                                                                                                                              

                                                                                                                                                              

                                                                                                                                                              

★活动6：快乐大赢家       

总结一下你最近在学习上获得的快乐经验吧！

1．在最近的学习中，我又收获到了什么？

                                                                                                                                                              

                                                                                                                                                              

                                                                                                                                                              

2．我又发现了什么新鲜事儿？

                                                                                                                                                              

                                                                                                                                                              

                                                                                                                                                              

3．我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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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植友谊常青藤
本课目标：树立正确的友谊观，学会结交朋友，为友谊保鲜。

诊 断 评 价

测一测

在下面每个问题有三个选项，选出一个最符合你情况的选项填入括号内，然后计算总得分。 

1．你和你朋友的友谊能保持多久？ （     ）

A．大多数都能持续多年。

B．时间长短不等，志趣相投者可以多年。

C．当对方暴露出某些缺点时，我不再与之交往。 

2．作为你的朋友，下面三种品质，哪一种最重要？  （     ）

A．具有能够使人感到愉快的能力。 

B．诚实可靠。 

C．对你的缺点从来不指出。 

3．对一个陋习不少的同学，你：  （     ）

A．很热情地接纳，并诚恳地指出，使之不断克服陋习。

B．与之相处，多看到他（她）的长处，从不揭短。

C．不屑与之交往。 

4．当你的同学有困难时，你发现：  （     ）

A．他们来找你请求帮助。 

B．只有与你关系密切的才向你求助。 

C．他们不愿意来麻烦你。

5．当你外出游玩时，你：  （     ）

A．通常很容易交到朋友。 

B．希望交到朋友，可是发现很难做到。

C．喜欢独自一个人消磨时间。

6．你发现：  （     ）

A．一般说来你几乎能同任何人都合得来。

B．你只能同与你趣味相同的人友好相处。 

C．你很不情愿与人接近。 

7．如果同学们跟你搞恶作剧，你：  （     ）

A．和他们一起大笑。 

B．看你的心情和环境如何，也许和他们一起大笑，也许生气并发怒。 

C．很生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