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备心理教师，加强家校沟通
呵护孩子心理健康，湖南动真格：课时有要求，经费有保障

持续呵护青少年心灵园地，为孩子们筑牢心理健康防线，湖南动了真格。2020年6月，中共湖南省
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下称《意见》），这
是首次以两办名义印发的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如何推动《意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近日，三湘都
市报记者邀请《意见》起草人之一、湖南省教科院心理教育与生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玮婧首次对《意
见》进行权威解读。 ■记者 黄京

2020年底，第三届湖湘智库研
究“十大金策”名单出炉，彭玮婧撰
写的《建设湖南高质量心理育人体
系的对策研究》（下称《对策研究》）
位列其中。“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
纳并转化为省‘两办’文件实施，这
是一名研究者的最大幸福，是研究
成果价值的最大体现。”

在彭玮婧看来， 每一个孩子
的心理健康事关其一生幸福，也
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 更关乎整
个社会的稳定。 可以预见， 随着
《意见》的出台，必将从源头上推
动解决湖南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问题。在《对策研究》中，她也围绕
一些具体工作的落地， 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建议。

比如，在课程体系上，彭玮婧
建议要根据国家要求和学生心理特
点， 系统梳理大中小心理健康教育
内容， 开发各学段有机衔接的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 建设全省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资源平台与教学交流平
台，探索跨学校、跨学段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集体备课制度； 在健全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评价体系上， 她呼吁
还要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将心理教
师开展全员建档、 个别与团体心理
辅导、大型主题活动、重点学生危机
干预等纳入教学考核评价。另外，对
贫困、留守、流动、单亲、残疾、遭遇
校园欺凌、 丧亲等处境不利学生给
予重点关爱，必要时开展心理干预。

“心理健康教育决非教育部门
一家的工作，全社会都需要大力营
造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彭
玮婧还希望有关部门加大网络监
管力度，及时清理非法有害出版物
及信息，净化网络环境。对新闻媒
体而言，也需要建立严格内容审查
制度，坚持正面宣传引导，规范心
理危机事件新闻报道。

心理育人相关对策研究
入围“十大金策”

“因学生心理行为问题引发
的极端事件，往往都是舆论关注
焦点。”彭玮婧在调研中发现，尽
管近年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 但从全省来
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础较为
薄弱， 存在教育体系不健全、教
师队伍严重不足、条件资源保障
不够等突出问题与困难。“特别
是社会参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极为不够，与学生心理健康需求
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组织开展专项调研、赴
14个市州按城市与农村两类地
区并分学段组织访谈、走访调研
重点县市，高校，综合医院和社
会心理机构等， 彭玮婧认为，出
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
下几方面———

首先是思想认识层面，很多
学校和教师认识不到心理健康
教育是学校教育体系的应有内
容， 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
求， 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可有可
无。“甚至还有学校和老师认为，
心理健康是面向少数问题学生
被动开展的‘治病救人’工作。”
她直言，学校片面将应试升学作
为办学目标，也会忽视学生心理
发展。

其次是师资队伍供给不足。
据统计，我省高校心理学专业毕
业生到中小学就业的比例不高，
而且心理健康教育培训项目少，
仅覆盖少数县市区和教师。在条
件资源上，学校可用于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课的课时不够，没有稳
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心
理辅导室建设不足，开放运行不
够。

此外，社会心理机构良莠不
齐且收费高、正规医疗机构少且
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紧缺、学
校缺乏“全员心育”机制、家校合
力不够等，都是推进心理健康工
作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彭玮
婧表示，《意见》 的总体要求是，
突出问题导向， 完善政策措施，
确保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
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
努力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
新体系和学校、家庭、社会一体
化工作新格局。“也就是要进一
步统筹各方力量，整体推进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彭玮婧介绍，《意见》 包括总体要
求、创新学校心理育人体系、建设专业
化师资队伍、 完善社会支持服务系统、
加强组织领导五大部分，聚焦当前我省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提
出了系列针对性强的举措。

课程开设有要求：《意见》 规定，中
小学要利用综合实践课、地方课程或学
校课程课时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确保
所有班级每两周1课时，并利用晨会、班
队会、讲座、网络、宣传栏、黑板报等多
种形式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高校要
面向新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
课，原则上应设置2个学分、32-36个学
时，同时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心理健康教
育选修或辅修课程。

经费投入有保障：《意见》 明确，同
级财政按年生均10元的基准定额单列
经费， 支持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所需资金由省市县级财政分担，具体参
照教育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确定
的分担比例执行。到2022年，在校学生
l000人左右的中小学校和所有乡镇中
心学校全面建成标准化心理辅导室，确
保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5小时。

家校共育有办法：《意见》 提出，学
校与每个家庭每学期直接沟通联系1次

以上，并将学生的家庭情况、成长环境
与经历等作为心理普查建档的重要内
容，将家庭教育、家校沟通作为学生心
理预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队伍建设有力度：《意见》要求，到
2022年， 各地原则上按师生比不低于
1 ∶1000为所有城区中小学校和乡镇中
心学校配齐专职心理教师。高校按师生
比不低于1 ∶4000配备专职心理教师且
每校至少2名，确保在编在岗。落实中小
学专职心理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
政策，正常工作量计算和工资待遇不低
于班主任，计班主任工作年限。

医教协同有机制：《意见》 指出，要
推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与学校共享心
理健康服务资源。鼓励学校在精神卫生
医疗机构的技术支持下开通24小时学
生心理援助热线。到2022年实现所有学
校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建立学生心理
危机转介“绿色通道”。

社会支持有实招：《意见》 强调，要
加强对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管理规范
和评估监督，规范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
心理咨询服务。支持地方政府和高校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公
益性心理健康服务。

怎样让《意见》提出的各项举措落到
实处？彭玮婧表示，《意见》要求各地将心
理健康教育纳入地方各级党委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重要议事日程，强化党委领导，
落实政府职责， 制定各级各部门责任清
单和任务清单，加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
并建立定期调度与年度考核工作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 还要求建立

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督导制度， 将心理健
康教育纳入市州、县市区政府教育工作
履职评价内容， 纳入各级各类学校办学
水平评估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重要内
容。同时，县市区全面成立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中心， 统筹协调区域内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资源，开展专业指导、政策咨
询、学术研究、师资培训等工作。

构建一体化
心理健康教育新体系

【亮点内容】
心理健康教育经费有保障，各类学校配齐专职心理教师

【保障机制】
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办学水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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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守护每个孩子的笑脸。 长沙市芙蓉区马坡岭小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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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