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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沧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临教体函〔2023〕9号

临沧市教育体育局关于政协临沧市委员会
五届二次会议第 05020035 号提案的答复

熊顺伟委员：

您好！您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提案》（第

05020035 号），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经综合协办单位意见，现

答复如下：

一、重视阵地建设，保障工作场所

我局高度重视心理辅导室建设工作，抓住临沧开展全国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契机，各县（区）各学校按照《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的通知》，多方

筹措资金、积极创造条件建设心理辅导室。截至目前，全市完小

以上中小学（含职业学校）100%设立了心理辅导室，市一中、

市民中、临沧技师学院、临翔区教育体育局、凤庆县教育体育局、

市教育体育局建立了心理健康中心，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场地保障。同时，我局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青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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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市委在主城区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平台，整合当地

专家成立专业服务队伍，实现有阵地、有队伍、有服务“三有”

保障，长期化、常态化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咨

询、辅导等公益服务。针对农村学校，通过组织开展“送心理健

康进校园”活动，不断推动实现心理健康服务城市、农村均衡发

展。

二、注重队伍建设，提升业务技能

（一）多渠道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各地各校不断完善

教师引进机制，千方百计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部分县

（区）和学校还专门设置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岗位，公开招聘专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配备专职教师的同时，注重兼职教师队伍

建设，要求各县（区）组建县级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团队并切实发

挥作用，分层次、分类别对本县（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校长、德育干部、班主任和其他学科骨干教师进行培训，提升专

职教师业务能力。目前，全市完小以上学校均配备了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初步建立了以专职教师为核心，班主任、思

政课教师、少先队辅导员为骨干的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形成了群

团组织齐抓共管，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多措并举提升教师业务技能。一是组织开展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师实际操作规范化培训。将市一中和市民中作为规培基

地，通过 1个学期跟岗培训，分批为各县（区）及市直各学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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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心理健康教育带头人，目前已完成培训两期，为凤庆、永德、

双江、沧源、市二中、财校、卫校、特校各培养 1名。二是组织

开展全市心理健康教师工作坊系列培训。邀请省内知名心理咨询

专家，以理论知识与实操训练相结合的形式，对全市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能力

和专业素养。三是按照“示范引领、能力为重、分类施训”的原

则，组织全市德育干部、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参加全国中

小学德育骨干、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网络培训，提高班主任班

级管理效能和育人水平，更新心理健康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理

念，促进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四是向教师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通

过送教进学校的方式，对临翔城区和周边部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向广大教师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广大教师尤其是

基层一线教师的心理调适和沟通合作能力。

（三）织密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托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站、联络站（工作点）、村（社区）

卫生室、村委会等场所建立了 840个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室，开设

心理门诊 12个（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精神病专科医

院、8县（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民营的凤怡精神病院），培

育 9支心理危机干预队，队员 95人，各行各业心理服务志愿者

3127 人，建立市级心理热线援助室 1 个，开通心理热线电话 4

部，配备心理热线工作人员 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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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抓实心理健康教育

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立足课堂教学主渠道，遵循心理健康教育规律，结合课

程特点，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之中，利用学科的交叉关

系，充分挖掘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题材，对学科课程的心理健康

教育资源加以整合，有效提高课堂效率和效果，使学生在掌握学

科知识的过程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四、结合实际，扎实开展心理健康工作

（一）多形式开展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各地各校结合实际组

织开展体育艺术节、心理健康月（周）、主题班会、心理健康讲

座、团体辅导、心理手抄报比赛、心灵成长营、心理趣味活动、

心灵导读、电影赏析等系列活动，向中小学生普及心理健康基本

知识、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了解心理异常现象，掌握心理保健常

识，了解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如：市一中、市民中、临翔区一

中等学校利用“五二五”心理健康活动月、“双十”等时间节点

开展心理健康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在师生中营造关注心理健

康、懂得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在宣传普及心理健康

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心理保健意识。

（二）组织开展中小学生心理测评。根据上级工作安排，组

织对全市五年级、七年级及高一年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

评，并为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进一步掌握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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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确保校园平安和谐。在对临翔区、双江县和市直学校测评过

程中，市教育体育局还抽调市级心理健康教师组成专家团队，对

部分学校开展测评后业务指导，指导学校对预警学生开展面谈筛

查、动态跟踪。

（三）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干预。根据《市社心办关于开展在

校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基线调查的通知》要求，对部分学校学

生进行了心理健康基线情况调查，我局针对调查结果制定了心理

健康干预工作方案，组建了包校心理健康团队，对个别预警学生

开展了为期三个月心理健康干预工作，有效舒缓学生心理压力。

（四）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印发了《进一步做好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教育关爱的实施方案》，以心灵关爱、健康

成长为核心，以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为重点，

以建立保障机制、改善学校生活学习条件、营造全社会关爱环境

为基本途径，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强化适龄儿童控辍保学、心理

教育工作措施，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生活状况、学习状况，

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老师的关爱、

学校的温暖，让他们和其他家庭学生一样健康快乐的学习、生活、

成长。

关于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作进一步研究，认真采纳，

认真落实。我们将理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压实工作责任，

扎实推进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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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重点从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进一步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全力保障课时安

排，针对不同年级和不同层次的学生安排课堂教学内容，各学科

教师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创新心育课程体系。

（二）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学习交流和教研活动，通过研讨会、交流会、观摩会、结对子等

多种形式不断提升心理健康专兼职老师的综合素质。

（三）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积极开展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建

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做好学生的心理跟踪调查，持续关注学生

的心理动态开通电话咨询热线、设立心语信箱，开通专用网络信

箱等，建立体系化、多层次、全覆盖的心育工作指导网络服务平

台，开展网络咨询工作，实现教师、学生、家长与心理教师进行

心灵对话。

（四）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面对很多家长只注重孩子

的考试成绩，忽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应试教育”思想和多

数家长对孩子过分溺爱，忽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定

期举办家长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向家长介绍科学的教育方法，形

成心育合力。

（五）加强与卫生健康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建立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危机干预的支持协作机制，为

所在区域中小学提供医疗帮助。吸纳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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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担任志愿者，为中小学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

提高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

（六）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临沧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和重视，请您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临沧市教育体育事业发展。

临沧市教育体育局

2023年 5月 23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庭勇 0883-2122502）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