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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教科发〔2021〕7 号

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印发《达川区教科系统进一步加强新时代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中小学：

现将《达川区教科系统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的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202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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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川区教科系统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

规范全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根据《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纲要》以及当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新形势，

现就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如下实施办

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和规律，遵循教育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和服务网络，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指导能

力，努力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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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内容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应根据学生不同年龄特征与个性差异

开展工作，做到循序渐进，分阶段设置具体教育目标和内容。

（一）小学低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适应新的环境、新的

集体、新的学习生活，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引导学生养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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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习惯，感受学习知识的乐趣，树立纪律意识、时间意识和

团队合作意识；使学生乐于与老师、同学交往，在谦让、友善的

交往中体验友情。

（二）小学中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自我，引

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感受解决困难的快乐，学会表达自身情绪；

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在班级活动中善于与更多

的同学交往，形成开朗、合群、乐学、自立的健康人格；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

（三）小学高年级主要包括：引导学生正确面对厌学等负面

情绪，掌握一些基本的学习方法，激发对学习的兴趣与信心；对

学生开展初步的青春期教育和必要的性知识教育（以防止性侵害

教育为主）；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学会对自己、集体和他

人负责。

（四）初中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适应初中阶段的学习环

境和学习要求，培养积极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态度；帮助学生进一

步了解自我，加强人际交往，掌握与他人，特别是与父母、老师

和异性交流、沟通的方法、技巧和原则；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青春

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烦恼，初步掌握调节情绪、抑制冲动的方

法和技巧；引导学生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各种变化，培养对挫折

的耐受能力。

（五）高中年级主要包括：帮助学生具有适应高中阶段学习

任务的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进一步开发学习的潜能；进一步



- 4 -

培养学生在人际交往、情绪情感调节、适应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应

用心理学原理、方法的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

人际关系状况，正确对待同异性伙伴的交往；引导学生自觉增强

责任感，树立积极情感，提高承受挫折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养成

良好的意志品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

生了解自己的能力、特长、兴趣和社会就业条件，初步确立自己

的升学和职业志向，做好升学或就业选择的准备。

三、工作措施

（一）有效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制度，

对于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各学校

务必于近期内全面完善相关工作制度：一是建立完善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方案；二是建立完善学校心理疾病学生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排查、个人档案、危机预防、

干预辅导工作机制；四是建立完善学生日常观察和家访制度。

（二）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当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已经成为我们中小学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学校要有效

运用课程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各学校一是要科学设置心理健

康教育课，确保每班每两周 1 课时的标准，每学期不低于 9 课时，

开齐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二是每学期至少组织各班开展 3 次

以上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班会，组织全校师生开展 2 次以上有

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安全教育专题活动。做实做好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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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适应、人际交往、青春期教育、考前减压、女生心理保健等

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三）有效开展心理健康疏导。一是各学校要建好心理咨询

室，按照要求配置办公桌、电脑、电话、沙发和茶几、心理挂图、

风景画、书籍报刊、工作制度、心理健康标准、值班人员排班表、

档案盒、档案柜等基本要素，并将工作制度、心理健康标准、心理

挂图、排班表等张贴上墙。二是小学要配备 1 名以上专兼职心理

辅导教师，针对小学生存在心理亚健康、不健康等情况，通过问

卷、游戏、情景剧、问题辨析等方式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训练，

重点突出务工家庭学生、留守学生、单亲家庭学生、特异性格学

生，办好留守儿童少年之家。三是中学（含中职）按要求，规模

较小的学校配备 1 名以上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规模较大的学校

配备 2 名以上专兼职心理教师，针对学生存在亚健康、不健康等

情况，通过问卷、游戏、情景剧、问题辨析等方式开展心理疏导

和心理训练，重点做好家庭贫困、学习困难、情感困惑、性格内

向、脾气暴躁、胆小怕事、言行异常、留守青少年、务工人员子

女、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疏导与训练工作。四是有效

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参加线上线下培训，组织心理健康

教育专兼职教师或邀请心理教育专家，对所有行政干部、班主任

和科任教师进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培训，一学期至少一次，

确保全覆盖，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人人抓。

（四）有效建立心理防控机制。各学校一是每学期至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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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摸排工作，利用平时掌握的情况和科学预

测检测手段，找准心理异常学生，建好每名学生的心理健康排查

档案（附件 1）。二是要科学研判心理危机学生，建立心理危机

学生档案，做到“一人一档”，并及时将信息录入“四川省教育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心理健康档案台账管理系统”，形成心理

危机学生人员库，便于小升初、初升高、转班、转校等衔接，同

时，对这类学生要建立好干预辅导机制，实行跟踪管理，做到管

控到人，对发现的个别易走极端的学生建立“一对一”或“几对一”

全天候防控机制，降低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发生率。三是对于有严

重心理问题的学生，且超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范围的，要及

时与家长沟通，转介到专业机构或医疗机构进行专业治疗。四是

要建立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选择有爱心、有耐心的学生担任

班级心理委员（每班男女各 1-2 名），加强对心理异常学生的发

现和防控，及时巧妙告知老师、家长（监护人），做好教育、疏

导、防控工作，要保护涉生个人和家庭隐私信息。同时，要组织

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对心理委员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有效培训。要

重视班级干部培训，增强学生教师的紧密联系。五是要坚持“预

防为主、及时救护”的原则，建立“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

预防、早防控”的“五早”预警机制，加强“七个重要时段”的管控

工作，即毕业生离校前、放假前后、考试前后、开学前后、新生

入学后、重大活动前后和季节交替前后的重点监控。

（五）有效开展家校共育工作。家校合作是现代学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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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学校家庭的共同作用，形成有效的教育

合力，共同助力学生的健康成长。各学校一是要建立家长学校，

有效利用家长学校平台，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家长会等作用，

依法明确家庭责任，让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树立家庭是第一个

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

教育的主体责任。加强家长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知识的普及宣传，

从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方法、途径、时间、地点、措辞等方面给予

指导，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子观和心理教育观，建立民主和谐

的家庭教育环境。二是要建立健全家校联系制度，通过家庭访问、

电话交流、网络对话等形式，共同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加强家校

双向教育互动工作，原则上每学期召开家长会不少于 3 次，每学

期全覆盖家访不少于 1 次。学校要加大对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家

访、与学生谈心谈话、课堂提问等的考核力度，强化师生感情联

系，进一步促进学生教育的全面、有效和公平。三是要充分利用

青少年之家、少年宫、科技馆等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主题教育活

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好志愿者服务工作，形成做好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合力。

（六）有效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一是利用家长见面会、三八

妇女节、母亲节、重阳节等有利时机，有效开展亲子活动、感恩

教育活动等，为家长和孩子建立沟通桥梁，促进他们建立良好的

家庭氛围。二是利用六一儿童节、五四青年节、国庆节、元旦节

等节日，有效开展唱歌跳舞、演讲、诗歌朗诵等活动，大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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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趣味比赛、运动会、绘画书法等课余活动，进一步丰

富学生课余生活，强健学生体魄，陶冶他们的情操。同时，各学

校不能增加学生语文、数学等学科上课时间，要减少学生作业量，

要保障音、体、美、劳动课等开设的课时量及上课效果，确保学

生课间活动时间每天不低于 1 小时。三是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

队、学生会、学生社团等组织的作用，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增强学生的积极体验，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四是充分

利用校外教育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各学校要加强与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共文化机构、街道社区

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等的联系和合作，组织学生到劳动和研

学教育实践基地、科技馆、博物馆、纪念馆、国防教育基地等场

所，有效开展各种有益于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劳动教育、研学旅

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拓展活动，陶冶他们爱国、爱党、爱家乡的

情怀，培养他们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品格。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保障。区教科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局班子

成员为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局基教股。各中小学务必提高

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真研判当前安全形势，狠下功夫抓好学

生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教育工作，要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

校重要议事日程，要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

明确负责领导，确定专门的内设机构负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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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细化工作职责，健全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体系，

做到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大力开展师生心理健康

大数据平台筛查推广工作，进一步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大数据平

台科学管理。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中小学要利用每学期开学第一课、

期中期末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等，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心理健康

和生命安全教育。要在每年“5 ・ 25”心理健康日和“10 ・ 10”世界

精神卫生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书刊、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媒介，传播

心理健康知识，加强心理健康宣传。

（三）强化队伍建设。区教科局每年将不定期组织中小学专

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或班主任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培训，不断提

高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力。各学校也要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心

理健康专题培训，大力支持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各种学习进修和业

务培训活动，每月定期开展 1 次校内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和班

主任研讨会，夯实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方法基础。

（四）建立奖惩机制。各中小学要建立和完善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奖惩机制，按照工作要求制定具体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坚持层层评价评比，严格兑现奖惩。区教科局各挂包股室要

按照相关要求，每月深入学校开展 1 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督查指

导，进一步推进学校建立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预案，开

展好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干预和辅导工作，建立学生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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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家校共育等相关工作，并纳入年终目标考核。

（五）坚持失责追责。坚持明责履责、追责问责，强化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学生关心教育不到位，造成学生出现不良

后果，给学校带来不良影响的，特别是因失责造成学校发生安全

事故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不

力，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将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

附件：达川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排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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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达川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排查档案
学校：

排查时间 年 月

日

负责人

排查范围 年级 人数

本班学生心

理健康总体

状况

学习状况 生活状况 情绪状况
A、 学习困难
B、 学习倦怠
C、 平稳

A、整体适应良好
B、整体适应不良
C、懒散怠惰
D、人际冲突

A、平稳
B、浮躁
C、沉闷
D、兴奋

出现心理异

常现象学生

及异常情况

学号 姓名 主要表现 采取的措施 结果

个案交谈记

录

应对措施

班主任签字：

心理指导教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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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达川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1年 10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