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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状态的紊乱，可能导致心理异常，甚至发展为比较严重的心理

疾病，出现行为障碍或人格缺陷，引发悲剧。对中小学生进行及

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既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

南》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各中小学校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保

证时间，注重实效。要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报告会、

主题班会，帮助入学新生尽快掌握融洽校园人际关系的技巧，了

解基本的心理自我调适方法，知晓校园心理障碍求助方式，及早

适应学习生活。要开展形式多样、潜移默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和形式，提高活动吸引力，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要通过宣传栏、知识手册、校园网站等载体，

宣传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知识，营造关心、关爱学生心

理健康的良好氛围。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导学

生树立阳光心态，积极应对学习、生活中的压力、困难和挫折，

使学生们在愉悦的环境中认真学习生活。 

三、全面做好学生的心理状况普查工作 

要认真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普查工作，建立规范的学生

个体心理档案，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辅导、咨询工作，努力做

到心理有问题学生的早发现、早预防和早干预。 

1．预警排查。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准确了解学生状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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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掌握学生动态。各中小学校要组织班主任、任课教师通过电话

或者家访的方式逐一与学生家长沟通学生情况，指导家长正确关

注学生心理状况、正确看待学生成绩。要组织对班主任和任课教

师就沟通方式方法进行培训。 

2．重点谈心。各中小学校要组织心理健康教师或班主任与

重点关注学生开展“一对一、面对面”谈心活动。重点关注学生

包括学业成绩波动异常，暑期家庭遭遇重大事件，患传染病、重

大疾病、慢性疾病或有生理缺陷，学习困难、学业压力过大，经

济困难，有心理疾病史等的学生。 

3．精准关怀。对于重点关注的学生，各中小学校心理健康

教师要指导班主任要制定该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对于遭遇重大

变故或情感事件的学生，应加强陪护和沟通，帮助其正确应对挫

折；对患重大疾病或心理缺陷的学生，要注重营造温暖和谐的班

集体氛围；因遭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结合资助工作，帮助学生

度过难关等。 

四、重点做好特殊时期学生心理辅导工作 

初中阶段是孩子从幼稚到成熟的过渡期，是孩子的心理逆反

期，八年级是学生学业成绩分化阶段，高中二年级两极分化日益

明显，极易出现“学段二年级现象”。要重点关注特殊时期学生

的心理状态，通过学校与家庭相互参与、相互沟通、相互补充，

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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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对学生的开导。当学生的学业成绩出现异常波动时，

要详细了解学生各方面的情况，深刻分析其中的原因，并针对具

体的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给予学生积极有效的影响，

保证学生在健康的心理状态下学习。要侧重关注女生心理健康。 

2．加强对教师的指导。在开学期间，教师不仅承担传授知

识的任务，同时还承担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学习生活、适应校园环

境的任务。要指导教师采用正确的教育手段、方式方法，在提高

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同时，帮助学生顺利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环

境。注重对每个学段的起始年级、毕业年级学生进行针对性教育。 

3．加强对家长的引导。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沙龙、

亲子团体活动等方式，指导家长观察孩子变化，帮助孩子加以调

节，对孩子的心理状态、生活内容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做好进入

学习状态的准备工作，保证孩子有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五、建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 

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要进一步完善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建立长效机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各级

各类学校高度关注学生心理健康，进一步加强家校合作，确保开

学平稳有序。 

1．开足开齐心理健康教育课。各中小学校要将心理健康教

育课时列入教学计划，利用地方与学校课程课时，每学期每班不

少于 8 个课时。心理健康教育课要有定期跟进的研讨机制，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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