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师资建设提质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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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强调，切实

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学校是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儿童心理

健康问题的关键场所。做好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关键在于心理健康教

师队伍的建设。

高等师范院校加强对心理学师范专业或者学校心理学专业的建设。

以往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德育性”和“思政性”。虽然心

理健康教育与学校德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工作原则、工作内

容和基本方法存在着本质不同。以往带有德育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不能解

决当前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我国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起步较晚，高等院校的心理学师范专业或学校心理学专业人才

培养体系相对薄弱。因此，不妨积极借鉴世界很多国家实行的“学校心

理学家”培养模式，即“学校心理学家”必须要接受六年的培训学习，

包括四年制的心理学学士学位和两年制的心理学硕士学位。同时，高等

师范院校需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力度。师资力量充足的

院校积极增设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博士，探索和构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本—硕”或者“本—硕—博”一体化学历培养模式，培养出具有扎实

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学校心理学家”。

着重解决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首先，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少。很多学校心理健康教师是“双肩挑”甚至

是身兼数职，这是影响和制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计

划》强调，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 1名专 （兼）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2025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达到 95%。这一

目标应该引起重视并扎实落实。其次，心理健康教师的发展定位模糊。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都极强的教育活

动。在工资待遇和职称评聘等方面，心理健康教师受重视程度不够，削

弱了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个人成就感。同时，学校心理健康教

师得到的同行支持与协作还不足。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提高重

视，学习并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例如在澳大利亚，定期同行咨询

是所有“学校心理学家”专业持续发展的强制性要求。

推进新时代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要提高全学科教师的心理

育人能力，让他们也成为学生心理健康的“把关人”。《计划》强调“五

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这说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的质量有赖

于学校场域下的全体教师，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提升

全体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加强师生互动过程中对教师行为的监督，减

少在校学生师源性心理危机的产生。其二，发挥好课堂育人的主阵地，

在其他学科教学中全方位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隐性教育。为各个学科编制有据可循、切实可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渗透指

南，将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与各个学科的授课内容有机结

合。其三，建立起覆盖全员的内部培训模式及协作机制。将对全体教职

工进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培训列为优先事项，重视本校心理健康教师

的榜样示范与教育辐射作用，提高全体教师对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学生的

识别和支持能力。

抓好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是全面落实《计划》的关键一环。加

快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卓越教师的师资队伍，需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

等师范院校以及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构筑富有支持性的学校环境，从

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