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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昌邑区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全区中小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突出重点，确保育人效果，根据教育部《中小

学德育工作指南》（教基[2017]8 号）、《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和《吉林市中小学校“阳光心育 梦

想工程”实施方案》、《吉林市面向广大师生开展疫情防控相关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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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扎实落实 2020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

践教育各环节，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根据中小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把握不同年龄阶

段学生在学习、生活、自我意识、情绪调适、人际交往等方面的

心理发展任务，指导学校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培养和帮助中

小学生形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和行为模式，充分开

发他们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目标任务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总目标：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自发生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受疫情与长时间居家学习等因素叠加影响，中小学生

心理危机形势严峻。全区各校要以对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高

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各项保障，

确保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措施落细、落小、落实到位。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一是以发展性教育和预

防教育为主,面向全体学生,注重潜能的开发和积极心理品质的

培养；二是面向部分学生，开展心理评估与咨询，以及学校、家

庭的教育干预，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辅导和咨询, 消除学生

的心理障碍；三是应对校园心理危机，预防和减少学生由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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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而引发的过激行为和伤害事故。

三、工作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

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重点，加大其在《昌邑区中

小学校教育目标管理责任书》中的权重。区教育局建立以黄丽伟

副局长为组长，校外教育指导中心主任曹晏嘉，教师孙颖，昌邑

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李洪军，区属学校主管德育工作的校长为组

员的领导组织机构，要形成局领导抓统筹，校外教育指导中心抓

工作管理，进修学校抓业务指导，基层学校抓实践反馈的三级管

理体系。各基层学校要建立校长统一领导，专兼职心理教师为骨

干、班主任密切配合、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

制。

（二）规范开设课程

心理健康教育课是中小学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途径。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要纳入课表，保证每班每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不少于 2 课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的内容应遵循各年龄段学

生心理发展特点具体安排。积极开发具有学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

育校本课程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课开设应以体验为主，形式包括团体辅导、心

理训练、情境设计、问题辨析、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情景

剧、专题讲座等，防止心理健康教育学科化倾向，避免将其作为

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和心理学理论的教育，注重引导学生心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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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积极健康发展，最大程度地预防学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

理行为问题。

（三）心理咨询室建设

心理咨询室是心理健康教师开展个别辅导和团体辅导，指导

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和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排解心理困扰

的专门场所，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要高度

重视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建设，心理咨询室建设要注重环境温馨和

谐，规范建设和活动开展，制定活动计划，建立活动档案，合理

安排开放时间，免费为本校师生、家长提供心理辅导。

（四）优化教师队伍

积极推进落实心理教育师资配比，在确保落实《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提出的“小学、初中、高

中每个学段每所学校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心理教师，并根据学生人

数需要配备兼职心理教师”要求的基础上，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

比，全区学校在全面摸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专兼职心理教师

配备时间表，配齐学校心理教师。

不定期组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区级以上的教育培训，

重在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操作技能和科研

水平，逐步建立起一支既有较高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水平，又

有较强操作技能和科研能力的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队伍。班主

任和德育课程教师要参加市级以上的教育培训，重在转变教育观

念，树立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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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校合力共育

建立学校、家庭、社区和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协作机制。把心

理健康教育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内容，适时为家长提供心理

咨询服务，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以健康和谐的家庭环

境影响学生，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实效，凝聚家校共育合力。

同时，注重运用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媒介，传播心理健康

教育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心理保健能力。

四、强化保障

（一）高度重视。全区各校要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摆

到重要议事日程，列入重点工作计划，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并采

取相应措施，抓好落实。

（二）经费保障。学校要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经费支持，

保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强化评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作为中小

学德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实施评价，也是文明校园测评体系

的重要内容，学校要结合相关标准认真开展自评，及时查缺补漏。

充分发挥各级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的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

的学校努力争创国家和省市级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四）加强宣传。学校要重视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典型选树和

宣传推广工作，打造一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典型和品牌，予以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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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区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基本情况调查表

吉林市昌邑区教育局

2020 年 11 月 3 日

吉林市昌邑区教育局 2020 年 11 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