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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普通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

《行动计划》明确，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德育思政工作全过程，普通高校要开
设心理健康必修课。

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

以德育心。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德育思政工作全过程，融入教育教学、管理服
务和学生成长各环节，纳入“三全育人”大格局，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以智慧心。优化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教师要注重学习掌握心理学知识，在学科教学中注重维护学生心理健康
，既教书，又育人。

以体强心。发挥体育调节情绪、疏解压力作用，实施学校体育固本行动，开齐开足
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支持学校全覆盖、高质量开展体育课后服务，着力保障学生每
天校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熟练掌握1—2项运动技能，在体育锻炼中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以美润心。发挥美育丰富精神、温润心灵作用，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广泛开展
普及性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积极向上的美育实践活动，教会学生认识美、欣
赏美、创造美。

以劳健心。丰富、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磨炼意志
品质，养成劳动习惯，珍惜劳动成果和幸福生活。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开设心理健康相关课程。中小学校要结合相关课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中等职业学
校按规定开足思想政治课“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模块学时。高等职业学校按规定
将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列为公共基础必修或限定选修课。普通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
必修课，原则上应设置2个学分（32—36学时），有条件的高校可开设更多样、更
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选修课。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高校要按规定开设适合成人
特点的心理健康课程。托幼机构应遵循儿童生理、心理特点，创设活动场景，培养
积极心理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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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课堂教学作用。结合大中小学生发展需要，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学，关注
学生个体差异，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树立自助、求助意识，学会理
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增强心理健康素质。

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编写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读本，扎实推进心理健康
教育普及。向家长、校长、班主任和辅导员等群体提供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操作指南
等心理健康“服务包”。依托“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教育、“全国大中学生心
理健康日”、职业院校“文明风采”活动、中考和高考等重要活动和时间节点，多
渠道、多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研究生会）、学
生社团、学校聘请的社会工作者等作用，增强同伴支持，融洽师生同学关系。

组建面向大中小学的国家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监测专业机构

《行动计划》明确，组建面向大中小学的国家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与监测专业
机构。

规范心理健康监测

加强心理健康监测。组织研制符合中国儿童青少年特点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规范
量表选用、监测实施和结果运用。依托有关单位组建面向大中小学的国家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与监测专业机构，构建完整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体系，加强数
据分析、案例研究，强化风险预判和条件保障。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每年监测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工作。

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县级
教育部门要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用好开学重要时段，每学年面向
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学生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指导
学校科学规范运用测评结果，建立“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高校每年应在新生
入校后适时开展心理健康测评，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合理增加测评频次和范围，科学
分析、合理应用测评结果，分类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建立健全测评数据安全保
护机制，防止信息泄露。

完善心理预警干预

健全预警体系。县级教育部门要依托有关单位建设区域性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
规范心理咨询辅导服务，定期面向区域内中小学提供业务指导、技能培训。中小学
校要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开展预警和干预工作。鼓励高中、高校班级探索设置心
理委员。高校要强化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
人”四级预警网络，辅导员、班主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院系定期研判学生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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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重点关注面临学业就业压力、经济困难、情感危机、家庭变故、校园欺凌等风
险因素以及校外实习、社会实践等学习生活环境变化的学生。发挥心理援助热线作
用，面向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受
影响学生人群，强化应急心理援助，有效安抚、疏导和干预。

优化协作机制。教育、卫生健康、网信、公安等部门指导学校与家庭、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等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共同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加
强物防、技防建设，及早发现学生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网上网下监测预警学生自伤
或伤人等危险行为，畅通预防转介干预就医通道，及时转介、诊断、治疗。教育部
门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健全精神或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复学机制。

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行动计划》明确，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建强心理人才队伍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善《心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加强心理学、应用心理
学、社会工作等相关学科专业和心理学类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设。支持高校辅导员
攻读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相关学科专业硕士学位，适当增加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心理学相关专业名额。

配齐心理健康教师。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且每校至少配备2名。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励
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建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教研制
度，县级教研机构配备心理教研员。

畅通教师发展渠道。组织研制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形成与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资格制度、教师职称制度相互衔接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体系。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职称评审可纳入思政、德育教师系列或单独评审。面向中小学校班主任和少先队辅
导员、高校辅导员、研究生导师等开展个体心理发展、健康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全
覆盖培训，定期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多措并举加强教师心理健
康工作，支持社会力量、专业医疗机构参与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行动，用好
家校社协同心理关爱平台，推进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源开发和培训，提升教师
发现并有效处置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

支持心理健康科研

开展科学研究。针对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汇聚心理科学、脑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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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等学科资源，支持全国和地方相关重点实验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基础性、前
沿性和国际性研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等设置学生心理健康实验室，开
展学生心理健康研究。

推动成果应用。鼓励支持将心理健康科研成果应用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测预警
、咨询服务、干预处置等领域，提升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水平。（总台央视记者高磊
）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