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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心理健康是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

础和保证，但由于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现难、干预难、疏导难，

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社会纠纷逐年增加，并且心理健康问

题常常伴随不自知、不作为、无渠道接触，而产生很多隐蔽

性的安全风险，甚至发生极端事件。这不仅对青少年自身成

长不利，而且对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不良影响，甚

至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

在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过高期望值与自身陈旧的教育

理念、缺失的教育行为形成矛盾，部分青少年学生性格内向、

孤僻，心理承压能力弱，少数家长对心理健康问题缺乏专业

认知，和子女谈心交心较少，导致家庭氛围紧张。父母离异、

单亲家庭、留守儿童、不和谐的家庭关系、错误的教育方式

以及生物学遗传因素等，都会影响儿童早期人格、认知、行

为养成，导致“三观”扭曲，无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最

终影响青少年心理正常发展。在学校里，课程学业负担重、

测试考试频繁、升学竞争激烈、加剧“内卷”的同学家长、

校园霸凌、老师的语言冷暴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存在，由



于学生不敢倾诉和羞于表达，容易造成部分青少年学生心理

抑郁。加上，少数学校对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学生发现较迟，

干预的手段不多，形式单一，导致学生无法正常宣泄情绪、

心理防线崩溃，加之长期睡眠不足等诸多因素交织，都会影

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在社会上，青少年生活方式单一、

空间狭窄、信息来源固化、“三观”尚未定型，网络游戏、

网赌网贷、抖音微博、直播打赏等网络娱乐平台，针对青少

年的限制相对较少，网络空间还存留大量有害信息，极易毒

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尽管目前全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关注

度虽有提高，但真正采取的干预措施少，非专业人士可用方

法单一，同时现有医疗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等社会支持保障

系统还不够完善。

原因：

一是家庭教育方法不当。单亲家庭、留守儿童、隔代教

育等群体家庭教育缺失严重。有些家长忽视自身学习成长，

言传身教无法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家

庭教育学校化严重，有些家长对学校教育过多指责和过度干

预，单纯追求高分数、高学历，将个人意愿强加给未成年人，

导致学生学习压力、心理压力过大，情绪无法得到及时缓解

和释放。

二是学校工作推进不均衡。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时

被其他学科占用，心理辅导室等设备配置不足，专业化、专



职化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不足，特别是小学心理教师大部

分由班主任兼任，部分学校缺乏统一使用的心理健康教育教

材。

三是运行机制不健全。多部门、多主体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统筹学校、家庭、医院、

社区、媒体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机制，医教结合、多方参与、

社会协同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会服务化体系不健全，缺乏专

业的社会心理机构，发现、预警、治疗、跟踪、康复等环节

存在断层。

建议：

1.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引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

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将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到全市教育发展规划中，明确任务清

单，及时掌握工作进展，系统协调推进。

2.压实各方责任，增强工作合力。构建家庭、学校、社

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推进家、校、社

协同共育。一是加强家庭教育。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加大科学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宣传力度，推进家庭教育理

论及实践研究，引导家长主动担负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建设

和用好家校社协同育人公益服务平台，充实家长课程资源，

丰富家长学习渠道，提高家长发现并科学研判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优秀家长的示范、引领、指导、

辐射作用。二是坚持五育并举。全面落实“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优化教育

教学内容和方式，切实为学生减负减压。开齐开足心理健康

教育课、生命安全教育课，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增强学生

心理健康素质。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和体育活动，以美

润心，以劳健心，引导和教会学生学会宣泄情绪、释放能量。

三是强化部门联动。完善社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网络，积极

办好社区家长学校、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推动社区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加强社会

心理服务队伍和人才的培养，积极发挥社会公益服务组织作

用，拓宽家长了解心理健康知识的渠道，促进和谐家庭建设。

3.强化队伍建设，畅通教师发展渠道。每校配备 1 名具

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加大培训力度，将

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班主任业务培训、继

续教育等培训内容。健全教研机制，建强教研团队，配齐心

理健康教育教研员，打造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定期组

织教研活动、典型案例研讨、心理健康教育公开课、优质课

展评和典型工作经验的推广交流，加强与高校及医院合作，

邀请心理专家定期到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学、讲座等。畅通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将其纳入思政教师系列或单

独评审，科学核定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工作量，提高待遇，激



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规范心理健康监测，完善心理预警干预。区教育局、

中小学校要积极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工作。运用符合我区

青少年特点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规范量表选用、监测实施

和结果运用，加强监测数据分析、案例研究，强化风险预判

和条件保障,构建完整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体系。健全

预警体系。建设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规范心理咨询辅导

服务。加强学校心理辅导室建设，开展预警和干预工作。发

挥 12355 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作用，强化应急心理援助和危机

干预。教育、卫健、网信、公安等部门要优化协作机制，共

同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指导学校与家庭及早发现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监测预警学生自伤或伤人等危险行为，畅

通预防转介干预就医通道，及时诊断、治疗。

5.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保障能力。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确保学校心理健康辅导（咨询）室设施设备的更新、研训活

动及课题研究、辅导活动、家庭教育、心理健康讲座、团体

辅导、沙龙、夏令营等活动的正常开展，对心理健康教育建

设基础薄弱学校予以政策倾斜。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中“心理健康教育材料必须经省级以上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专家审定后方可使用”要求，确保全区中小学校心

理健康教材统一配备、管理和使用。

6.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关爱氛围。广泛开展心理健康知



识、预防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科普。加大《未成年人保护

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宣传力度，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强化教育能力和责任意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加大监

管力度，全面排查治理校园及周边、网络平台等面向未成年

人无底线营销，危害身心健康的食品、玩具、游戏等，及时

发现、清理、查处与学生有关的非法有害信息、出版物、网

络游戏、直播、短视频等，广泛汇聚向真、向善、向美、向

上的力量，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关注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