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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

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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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全面促进学生心理

健康，进一步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

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

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完善学

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

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心理

健康问题已逐渐延伸至学生群体，并

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观研数据

显示，心理健康市场未来预估会有30

倍以上的成长空间，目前市场上每年

新增心理机构平均增速在40%以上，

2020年我国新增心理机构15955家，

2021年则新增心理机构18844家。中

科院心理所教授、国民心理健康评估

发展中心负责人陈祉妍表示，考虑到

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多发，需要

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我现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健

康、快乐”。海淀区的高中学生家长张

女士告诉记者。早在五六年前，张女

士的想法还是让孩子进“耶鲁”“斯坦

福”这一类名校，但由于前期的“弦”绷

得太紧了，孩子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1—2022)》（以下简称“蓝皮书”）

指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

度的抑郁风险，其中4.0%的青少年属

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10.8%的青少

年属于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陈祉妍告诉记者，全球的青少

年中约有20%存在心理问题或行为

问题，其中有大概 10%问题比较突

出。而根据综合各类统计和历年调

研来看，目前国内青少年的心理问

题有多发的趋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认为，解决心理问题更重要在

于预防，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重要

的是防患于未然，等到需要危机干

预的时候已经相对晚了。

记者注意到，早前为了进一步

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教育部已

明确把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检

查，并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

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多位医疗、教育专家表示，如何

以恰当方式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测

评、测评结束后如何有效利用测评

结果、如何为学生提供充分的疏导、

诊疗服务等，仍是各项具体任务在

执行过程中的待解难题。

福建省妇联家庭关爱服务中心

咨询专家武子期指出，心理健康受

到国家重视，但如何把工作做得细

致很重要。他直言，需要在监测中

减少对儿童的伤害、减少负面作用。

据记者了解，在当下的科学研

究、流调筛查中，儿童接受测评前会

充分告知家长，获得其知情同意；而

对于年龄较小的小学生，则会使用

家长问卷进行调查。关于我国儿童

青少年抑郁测量工具，陈祉妍认为，“有

的量表题目确实过于长、语言比较复

杂，目前PHQ-9量表仍是一个有效的

筛查工具，有研究证明在青少年中间

是适用的，且能够‘用同一把尺子去看

变化’”。她补充道，“近年来，我们也在

尝试借助机器学习对国民心理健康数

据库的总体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希望

做一个更多维的心理健康监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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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之困：需求量大人才少

针对当下青少年心

理健康状况，“行动计划”

中提到要“五育并举”促

进心理健康，全方位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

近 日 ，山 东 省 启 动

2023 年 省 级 义 务 教 育

质量监测工作。监测内

容 包 括 学 生 语 文 、英

语、体育与健康三个学

科领域的学习质量和心

理健康状况以及相关影

响因素。

心理健康面临筛查难题

亟须多元一体推动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7 年年

底，我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

师3.34万，心理治疗师、医务社工、

心理咨询师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

相较于巨大的人口基数，这一数字

并不乐观。

业内专家表示，部分教育系统

内负责学校心理教育工作的人员专

业性不强，这可能会导致基层学校开

展心理健康测评等心理健康工作时

产生偏差，学校心理教育工作岗位人

员的专业性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校外，心理咨询的费用也

不低。据了解，普通咨询师单次

咨询价格（50 分钟）普遍在 300-

600元，资深至头部咨询师单次咨

询价格在 700-2000 元。一般而

言，来访者在咨询期间至少需要

维持每周一次的咨询频率，整体

开销负担大。

记者发现，目前在国家中小

学智慧教育平台上，有家庭教育

观念、家庭教育方法、家庭教育指

导相关课程。同时，青少年心理

咨询产业尚缺乏一些规则引导。

比如，点进深圳某青少年心理教

育机构，直接出现的提示词是“

问题孩子改变学校孩子叛逆/网

瘾/厌学/早恋/不听话怎么办？”

对此，武子期指出，心理咨询

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囊括

诊疗技术、个性化教育方案、心理

辅导等，过程从半年到两年不

等。“叛逆孩子特训营”这些粗暴

且单一的标签并不能因个体差异

而解决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日前，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负责人指出，受三年新冠疫

情的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变

得越来越凸显，健康教育、师资队

伍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还有

待加强。“行动计划”则就心理人才

队伍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其中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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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一位北师大心理学部专业

人士透露，即使在一线城市，目前

的心理健康教育仍存在“被轻视”

的现象。他以北京某知名中学为

例，此前多年该校只设置一位心

理教师，分学部近两年才开始增

加相关岗位。

然而，上述人士进一步指出，学

校心理教师的工作并不像大众想象

的轻松。由于心理教育极度需要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此心理教师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备

课、准备方案。除了定期在各个班

级间轮转的心理课外，咨询时间通

常会占用其大量的休息时间，导致

心理教师工作压力很大，职业上升

空间也有限，亟须教育部门联合学

校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改进。

更值得一提的是，“蓝皮书”

显示，西部或农村户口的青少年

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更低。比如，

西部地区青少年的抑郁、孤独、手

机成瘾得分均略高于东部和中部

地区的青少年。

东西部教育的差距在心理健

康教育方面亦有体现。陈祉妍表

示，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有一半会

是留守儿童，他们由于缺乏家庭

的这种支持和引导，导致心理健

康问题多发。

她还指出人才资源的问题，

“西部人才资源相对更匮乏，根据

我们更细致的调研来看，真的不

是硬件问题，他们的心理健康咨

询室可能还要大一点。”

除了根据不同地域特点针对性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还建议针

对大中小不同学段来强调心理健康

教育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例

如，针对初高中群体的心理健康教

育，应着重缓解其学业压力、考试焦

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针对小学

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则应着重

帮助其建立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

陈祉妍指出，根据调研结果

来看，“双减”对保护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小

学和初中生的影响是比较明显

的。根据历年研究来看，初三年

级学生比初一、初二两个年级学

生的情绪问题发生率更高。

心理教师王萱也注意到，青少

年在升学阶段心理压力较大，“普职

分流”让学生们更早地感受到选择

的压力。她表示，参与咨询的学生

占比集中在初三、高三这两个时期。

她进一步建议，“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群体尚且不知道如何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何况一个

初中生？任意一个都可能是心理健

康的拦路虎，如果学生上了职高以

后也能够平等地参加高考，可能有

助于减缓学生的心理压力。”

师资何解？

全球的青少年中约有20%存在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

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有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

法、家庭教育指导相关课程。

据悉，目前成都市已建成全国第一家社区儿童食育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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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在市第二中学进行沈阳市“微笑高考”心理辅导。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