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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十七部门推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家校社会共织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 
 

本报记者  赵晨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大任务，并强调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学生心理健康已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近日，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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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 

    《行动计划》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强调要切实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促

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展。 

    心理问题呈现低龄趋势 

    一段时期以来，受各种原因影响，学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频发，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各类心理问题，出现厌学、耐挫力差、攻击性强、抑郁甚至是自杀等行为。 

    每每看到这些事例，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陈静都心痛不已，

“这些心理问题不但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加强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刻不容缓”。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有

3000万名 17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受到心理问题困扰。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性难题。这些心理健康问题逐渐

从成年人、职业群体扩展延伸至大中小学生群体，并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广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和成长发展，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 

    近年来，相关部门相继印发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形势下学生突出心理问题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等系列政策文件，并在 2023年重点实施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专项行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在实践中，各地各学校积极探索推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并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育形式，推

进医校协同和家校沟通。但上述负责人指出，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变得

越来越凸显，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还有待加强。 

    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将通过进一步健全健康教育、监

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和

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 

    强化心理人才队伍建设 

    陈静注意到，在一些案例中，不少迹象都表明学生已经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但这些情

绪波动和反常表现并未引起学校和老师的足够重视，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对此，陈静提出，应把心理健康教育与日常教学相结合，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校一

门独立课程，统一配备师资，并将其纳入教育质量评估。同时，学校应配备专业心理咨询人才，

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对象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干预，及早防治。 

    事实上，教育部办公厅在 2021 年 7 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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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 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枣庄市第三

中学教师孙晓颖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心理健康教育还普遍存在师资缺乏、课程不足等问题，不少

学校没有心理教师编制，即便有专职教师，心理课程开设也较少，往往是等到学生出问题了才去

疏解、干预，且专职心理教师业务水平参差不齐。 

    针对这些问题，《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托幼机构应遵循儿童生理、心理特点，创设活动场景，

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中小学校要结合相关课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普通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必修

课的要求。 

    《行动计划》同时强调要统筹教师、教材、课程、学科、专业等建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体系建设，全方位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心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行动计划》要求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 1∶4000 配备专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 2名。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 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

励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此外，要形成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资格制

度、教师职称制度相互衔接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善竑补充指出，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外，学校

每一名教师都应掌握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等同于学科教育，把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通过每一名教师的努力，及时关注和满足学生的各类心理需

求”。 

    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是《行动计划》的又一大特色。《行动计划》提出，要健全心理问

题预防和监测机制，主动干预，将组织研制符合中国儿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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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此外，要组建面向大中小学的国

家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监测专业机构，构建完整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体系。 

    家校联合推动协同育人 

    “尽管学校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是仅依靠学校就能完成

的。”在孙晓颖看来，要想为学生心理健康构筑起更全面、更牢固的防护网，需要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推进、共同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单县第一中学副校长樊董伟也发现，面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少

家长存在不认可、不接纳的逃避现象。他建议，学校要积极与家长开展沟通，引导家长正视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帮助其充分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家访、班级群等渠道，帮助

家长掌握科学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 

    从事教育领域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中心小学教师祝响响对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深有感触。在她看来，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及时发现苗头并介入，为孩子健康成长打

下良好基础，她建议家长要扮演好孩子的亲人、朋友和战友这“三重角色”。 

    《行动计划》也对健全多部门联动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方面，要求组织办好家长学校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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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家长关注孩子心理健康，树立科学养育观念。家长学校或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每年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教育。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心理服务能力，《行动计划》强调要加强儿童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和妇幼

保健机构儿童心理咨询及专科门诊建设，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标准规范，

并协同搭建社区心理服务平台，支持专业社工、志愿者等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