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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三和人格”课程

将心理课排进学校课表、每周一
节，安排专职心理教师和班主任负责教
学。集体备课常态化，每月进行一次心
理教研，定期对班主任进行培训和听课
指导，提升老师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能
力。同时，学校还组织开展了“三和人
格”课程班主任赛课，目前已举办了两
届。

（3）开展丰富的心理健康活动，构
建积极的校园文化。结合学校现有教
育资源设计组织相关活动，如心理健康
月、心理剧展演、团体心理辅导等活动，
将心理健康知识渗透学生日常学习生
活中，营造安全愉快的校园文化氛围，
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

（4）做好预警筛查，构建朋辈互助
平台。学校每学年对学生进行心理测
评，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及时了解和掌
握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防患于未
然。此外，在每个班级设立了心理委
员，心理教师每周对心理委员进行一次
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一些常见的心

理健康知识和如何排解同伴不良情绪
等，使其成为心理健康教师的助手，帮
助学生消除不良情绪。

2.家庭层面
（1）提升家长的心理素质。学校

通过开设家长微课、进行家长访谈等方
式，提升家长心理素质，提高家长处理
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教育孩子等方面
的能力，使家长在获得相关知识后，掌
握有效处理心理危机的策略，间接正向
影响孩子心理，达到双重教育效果。

（2）帮助家长掌握心理危机预防
教育技能。学校定期对家长进行培训，
定期推送心理健康知识，邀请专家讲公
开课等，帮助家长掌握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心理危机预防教育的基本常识。

3.医院层面
（1）提供转接和督导。医院对学

校心理危机个案进行督导，帮助他们接
纳、消化不良情绪，避免产生心理创
伤。学校在心理危机发现、转接、干预
和维护中形成规范流程（见图6）。

图6 “校—家—医—社”合作模式的心理辅导流程图

学校心理教师、心理委员、班主
任、家长、医院心理科医务人员、社区
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心理健康
调查时发现学生心理问题后，学校专
业心理教师对学生进行初步访谈，评
估孩子问题的严重程度，将严重心理
问题的学生及时转接到医院，然后医
院进行干预治疗。治疗期间若孩子
选择在家治疗，学校和社区及时进行
跟踪回访，关心他们的恢复情况，待
孩子恢复心理健康水平后再返校就
读。如果治疗期间仍然选择在校就
读，学校和家长应共同做好相关应急
预案，严格做好相关工作要求，维护
好孩子的心理健康。

（2）坚持医教结合。该校与就近
的医院心理科签订合作协议，畅通渠

道，做好转接，及时沟通，建立督导队
伍，通过医教结合项目从制度上保障
心理健康教育及预防治疗工作的落
实。医教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精神科医
生、心理治疗师的作用，为预防与甄别
团队、处理与干预队伍提供技术支持
和专业指导。同时，医教结合畅通了
心理危机学生的转接绿色通道，让学
生得到及时诊断与治疗，避免心理危
机的发生。

4.社区层面
（1）营造良好社区环境。社区通

过宣传栏、公众号等向家长和学生普
及心理健康常识，如“心理危机的识别
与预防”“青春期身心发展变化及如何
应对”等，帮助他们提高心理危机识别
能力。

图7 三维度27项活动网络体系

（二）辐射引领
该校面向两江新区开展心育活动

月展示活动，不仅提升了区域心理教
师的专业水平，还引领了区域心育工
作的高效开展。学校牵头组织心理健
康讲座，大力宣传和普及心育知识，提
升了教师、家长的心育能力。定期开
展心育走进社区活动，为社区居民送
去人文关怀。实施支教山区行动，推
动了山区学校心育活动的开展，播撒
了心育活动的种子，起到了很好的辐

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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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2）提供心理帮助。社区开放心理
咨询热线，邀请专家进社区开展心理健
康讲座，为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帮
助。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特殊家庭孩子
给予关怀，适时进行家访和慰问。

（三）中小学生“校—家—医—社”心
理危机预防体系推广

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撰写有关
的报告，深化实践成果的研究，做好相关
经验的推广。该校形成了1套18本《三
和人格》校内读物和《中小学心理委员培
训手册》《心理危机预防教育家长读本》
《心语心情案例集》，开展心育活动月活
动，赴市内外开展心育讲座，心育工作辐
射到了国内多个城市和学校，形成了从
学校到家庭、社区、医院的心理危机预防
合力，引领区域心育工作持续发展。

三、中小学生“校—家—
医—社”心理危机预防体系的实
践成效

（一）全员心育模式
该校在开展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

（简称心育）工作中，形成了三维27项活
动网络体系（图7），营造了浓厚的心理
健康氛围，每个教师都成了学生的心灵
导师。

该校开展心理健康工作十多年来，
重心从面向个别心理问题学生转向了面
向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心育队伍
也从几个专职心理教师逐渐发展到全体
班主任、再到全体教师，把心理健康工作
推向了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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