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参 考
报》记者近日在青海、

宁夏、海南等省区多所中
小学校走访了解到，近年来，

受多种因素影响，青少年厌
学、焦虑等心理问题更趋严重，
心理健康教育存在意识不强、
人才缺乏以及疏导不够等方面
短板。多位受访人士表示，
教育部门应强化心理重症
和危机识别与干预，及

时防范化解风险。

由于生理变化、人际关系、家庭变故以及学
业压力等因素影响，青少年从中学时代就开始
步入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高发期。

一 些 基 层 教 师 向 记 者 表 示 ，近 年 来 ，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案例明显增多，中小学生是
未成年人，身心承受能力弱，他们所受的心

理困扰严重程度比成人更大，网瘾、厌学现
象呈上升趋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
十六中政教主任闵生肃等多位基层教师反
映 ，学 生 们 的 心 理 问 题主要表现为焦虑、压
抑、恐惧和愤怒。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行 知 小 学 校 长 周 静 等 表

示，长期以来不定期出现的线上教学，让教师
和学生的学习预期值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同
伴交流少，情感宣泄难，作息不规律，导致开
学后学生不能很快投入紧张的学习状态。在
此情况下，学生内心焦虑，厌学情绪非常容易
发生。”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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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强 人才缺乏 疏导不够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亟须补短板

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从多方面为青少年心
理健康“保驾护航”。

一是建立心理健康教师补充机制。周静等
建议，每所学校应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同时
鼓励有一定心理健康专业基础的教师通过在职
进修本科心理学课程等途径，强化心理学专业知
识，优化专兼职心理教师专业背景。

二是探索完善家校、社会、医疗机构共育工
作机制。加强家校社医协作力度，充分发挥各级
各类学校和心理辅导站主渠道作用，开展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充分发挥高校心理学专
业教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及心理协会的作用

建立心理咨询专家库，为学生提供专业免费的心
理咨询服务。

多位基层教师表示，校内心理工作更多集中
在基础性心理健康工作，但面对有上升趋势的确
诊心理问题的学生，返回学校以后，需要有针对
性地长程陪伴，一对一进入家庭，只靠老师是不
够的。此前共青团成都市委员会曾试点建立青
少年事务社工站，引入社工进校园，有效解决了
心理老师人手不足的问题。

三是加强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提前干预。
专家称，心理健康工作，放在首位的应该是预
防问题与健康发展。多位一线基层教师表示，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都应该去培养孩子拥有积
极心态，拥有应对外界挫折的韧性和能力。

“家长和老师要做真正的倾听者，做孩子
的参谋长，让他们做自己的团长，这是一种比
较合适的亲子和师生关系。”闵生肃建议，学
校应尽可能多地开展团体活动，培养孩子的
沟通交友能力，以改善长期线上教学导致的
社交能力减弱问题；另外，加强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要真正落实在教师队伍建设、课程以
及时间空间的保障上，及时开展心理健康筛
查与支持。

（据《经济参考报》）

心理健康长程关怀需多方齐发力

走访中，基层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目前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疏导等仍存三方面
短板。

心理健康教育意识不强，相关保障措施不完
善。民盟宁夏区委会认为，近年来，虽然表面上
心理健康教育呼声一路走高，但在部分家长“分
数第一”的教育观念下，学生心理素养的培养空
间被应试教育压力严重挤占。社会、家庭和学校
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重视不够。

此外，缺少完善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评价机
制以及统一的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部分学校将
思政和德育混同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经费保障问
题比较突出，心理辅导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维护更新缺乏专门的资金支持。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缺乏，心理健
康教育多停留在口号上。据了解，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专业化、专职化程度低，成为最大
瓶颈。

尽管一些中小学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组织
机构，建立了心理咨询室，但因为缺少专业化教
师，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各级辅导站也因为阵地
不够规范和专业人员的缺乏造成工作无法持续
正常开展。同时已经在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
师大多数是半路出家和兼职，无论是时间投入还
是精力投入都达不到应有标准，导致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削弱。

海南教育心理学专家、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退休教师李惠君说，2018年前后，该校一个年
级10个班中，有心理疾病需要服药的学生是个位
数；到2021年，罹患抑郁症、焦虑症、双向人格障
碍等心理疾病的学生快速增加。“心理教育专业
教师缺乏可能会让学校心理问题愈演愈烈。心

理健康教育需要落实在队伍建设、课程以及时间
空间的保障上。”

家长对心理问题的科学认识和育人观念有
待完善。一位基层教师表示，不健康的亲子关系
往往是压垮孩子走向极端的导火索。部分家长
即便认识到了孩子心理问题的客观存在，但不愿
意“为了治疗耽误学习”。学校心理工作不同于
就医治疗，对于需要及时转介的学生，如果没有
家长支持，很容易耽误治疗。

此外，基层教师反映，心理治疗转介支持不
足。当前医院心理门诊本身接诊能力就不足，
尽管学校与医院之间建立了足够畅通的转介渠
道，但是“医院接不过来”的问题普遍存在。转
介后，公立医院治疗方式与学校心理辅导区别
大，有些学生因未能被“温柔对待”对进一步治
疗感到抗拒。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须补足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