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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我省全面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本报记者  黄枫 
 

    5月 25日，我省开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通过各部门协同，各地各校集中开展形式多

样、生动活泼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省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大中小学德育工作和思想

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我省教育系统在相关部门支持下，以做好“组织领导、系统谋划、队伍建设、课堂教学、筛查预

警、疏导服务、协同推进”7 个方面工作为抓手，全力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促进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加强顶层设计 

    创新工作机制 

    “我省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不断完善、形式不断创新，基本形成了具有福建特色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体系。”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林生说。 

    据介绍，我省成立了福建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统

筹指导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全省建立了省、市、县、校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各校普

遍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或专门负责机构，高校基本设立了“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

警防控体系，中小学“学校、年段、班级”三级预警防控体系也逐步成型。 

    “我们在国内首次提出并开展了‘心理德育化’活动，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有机结合，真

正把学生的心理品质、心理素质作为衡量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指标。”福建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连榕说。 

    福州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基于“QPR技术”的生命守门员培训项目，帮助师生提高高危心理

问题的识别预警能力，掌握与高危心理问题学生的沟通辅导技能，全校 22 个学院的主要学生干

部、宿舍长与辅导员定期受训。该校还通过每年一次新生心理普查、每学期初一次学生心理摸排、

每月一次特别关注排查等，将心理危机预防触角延伸到每位在读学生。 

    为了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我省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省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持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措施，系统谋划和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 

    全省建立并形成了专兼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高校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在校生

的师生比为 1∶3256，整体高于教育部 1∶4000的配备要求；中小学校方面，全省 7064所学校配

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11909人。同时，坚持对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进行分级分类培训，

省级每年培训骨干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400人以上；优化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称评聘办法，促进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成长。 

    协同多方力量 

    呵护学生成长 

    我省教育部门协同多方力量，推动高校开足开齐开好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公选课；各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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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在《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生命与健康》课程中渗透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疫情防控实行线上教学期间，还推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面向师生

上好 15堂线上心理微课。 

    在厦门双十中学，多年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作为校本课程已固定排入课程表，各年级的心

理课程体系也逐步形成，涵盖了学生在各学段学习成长所需的“新生适应、学习方法、人际交往、

情绪调控、自我认识、青春期教育、生涯探索”等相关心理健康教育各个方面。 

    我省各大中小学每学年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普测，对普测中发现问题较严重的学生坚持“一人

一档”重点关注；督促常态化建立重点关注群体的心理健康台账与心理危机预警库，根据日常咨

询疏导情况作动态调整。 

    全省大中小学校共开通了 3000 余条心理支持热线，各高校共设立了 170 余个网络心理服务

平台。今年初以来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心理支持热线、网络心理服务平台已服务师生家长 8万余

人次。 

    此外，我省还编制、发布《福建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手册》《福建省家庭教育指导手册》等，

引导各地各校扎实推进“家校社”协同，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进家庭、进社区活动，家长会、

专题讲座、家访、致家长信等已成为密切家校协同的重要形式。 

    “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去年底，我们承办了全省家庭教育优秀微课程

暨宣讲员选拔展示活动，通过大赛，我们发现了近百名优秀家庭教育人才，现在这支师资队伍已

成为家庭教育宣讲工作的主力军。”福建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福建省家庭教育讲师团团长郑

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