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出实招 构筑心理防护屏障

校园总动员 护航学生心理健康

每年的“5·25 心理健康节”是市
十二中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节
点。为了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情绪和
心理健康状况，提高面对挫折和压力
的能力，提升心理弹性，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面对生活，5月22日，市十二中举
行了以“从心出发，笑对生活”为主题
的心理健康周活动，全校1800余名师
生共同参与。

学校结合中学生心理特点精心
制作心理短剧《闪闪发光》，并在各
班进行展播。短剧以学生心理案例
为切入点，分幕展示了处于青春期

的学生由过分焦虑、否定自我到悦
纳自我、积极面对的转变过程。在
展播过程中，班主任以多种形式引
导学生关注自己的心理状况，注重
自我调节和心理疏导，积极面对生
活。学校举行了首届心理游园会。
通过曼陀罗绘画体验、团队合作游
戏、心理知识普及等活动，使学生们
在游戏中感受轻松和愉悦，增强自
信心和团队合作能力。许多学生表
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学会了如何
调节情绪，还学会了如何与同学和
谐相处，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的学

习和生活。
作为河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示范校，市一中坚持把心理健康教育
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家
规定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高标准建
设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配备了心理
自助一体机、个体和团体沙盘、音乐放
松椅、生物反馈仪、互动宣泄仪等设
施，定期组织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为师
生提供心理咨询。

学校创立了具有一中特色的“七
个一”（一课一报一室一团一网一周
一坊）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定期邀请

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到校作报告；每
班设立两名学生心理委员（男、女生
各一名），成立了心灵使者社团，编
演心理剧；在校园网上开辟“青春期
教育”板块，利用心理测量软件，建
立一生一档心理档案。同时，对存
在突出心理问题的学生，学校及时
启动心理预防干预机制，收到积极
效果。此外，学校还通过每周增加
两节体育课时，增加学生户外体育
运动时间等方法，有效提升了心理
健康教育质量。

心理无小事 努力撑起健康晴空

日前，由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印发的《健
康河南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

《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拟通过16项专项行动
实现 4 个重要健康目标。在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上，《方案》提出，充实心理健康人才队伍，继续实
施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计划，专科医师数量达到
3.3/10 万以上，强化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
完善多种形式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小学校配备专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开通
公益心理援助热线。

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提高青少年的个
人素质，是每个家庭、学校乃至社会的责任。全心
全意用爱和温暖滋润，青春之花方能绽放得更加
灿烂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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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
题，各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帮助学生树
立科学的生命观，培养积极、乐观、勇
敢、自信的健康人格。

5 月 19 日，市教育局举行新乡市
教育系统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行动推进会暨

《春芽》心理情景剧首映式活动。会上
播放了由市二中筹划拍摄的心理情景
剧《春芽》，该剧从自我成长、家庭矛
盾、生命教育等方面挖掘中学生常见
的冲突和成长议题，借此引起大家对
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对有心理困扰
的学生进行了及时、恰当的干预和辅

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原阳县第一初级中学校长徐长

立、市第十中学专职心理老师郝玉
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分享了各自学
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经验和特
色，为其他学校开展心理工作提供
了参考。

北京教育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
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林雅芳以自
身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的历程为
切入，讲解了学校如何建立健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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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创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文帅围绕 2023 年春季市直属学校
心理筛查数据，结合个案和区域整体
数据反馈，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妇联
联合心理咨询师协会组织开展儿童团
体沙盘游戏系列活动，帮助孩子宣泄
情绪、缓解压力，提升孩子专注力、想
象力和创造力，帮助家长了解孩子内
心世界。

市妇联一直高度重视儿童心理健
康和权益维护工作。2019年12月，依
托妇联服务群众的窗口效应，成立了
小荷儿童权益保护站，提供涉未举报、
心理援助、法律援助、家庭教育指导等

服务，构建了“五位一体”维权服务新
模式，将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做深
做细做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依托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专业力
量，市妇联成立了 12338 心理志愿者
服务队，每周五心理咨询师值班，可以
通过12338热线、小荷维权公众号、市
妇女儿童维权中心三大平台进行预
约，为有心理帮扶需求的未成年人提
供专业的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心理
咨询师们运用娴熟的专业知识为这些
带着烦恼而来的求助者，打开心锁，重
塑阳光心态。

用爱和温暖滋养青春之花
□记者 丁艳冰

市十二中开展心理健康周活动

“只要孩子健康就好，这句话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一边是希望他能够
快乐成长，一边又怕考不上理想的学
校，怎么办？”提起孩子的教育问题，市
民孙女士感到非常迷茫。

孩子进入初中以后，孙女士明显
感觉他不愿意和家长沟通。尤其因为
手机问题，孩子多次和家长发生争执，
已经摔坏了两个手机。现在孩子上课
走神、脾气暴躁，成绩一落千丈，好像
换了个人，这让孙女士感到格外痛苦。

孙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这

几年临床遇到患抑郁、焦虑的青少
年有增多趋势，尤其是初中阶段的
孩子，刚刚进入青春期的他们更容
易出现心理问题。”新乡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儿童少年精神科副主任张
燕表示，她在临床发现，出现心理问
题的孩子往往存在父母感情不和、
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学习压力大等
问题，导致孩子不能正常学习，不能
和家人很好相处，遇到问题自己无
法化解。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注意
力不集中、容易生气、烦躁抑郁、厌

学、失眠等状况，严重的还伴随有自
伤行为。

张燕所在科室，年龄最小的患者
不到 4 岁，初中女生居多。在和家长
的沟通中，她发现，一些小患者因为学
习压力产生了自己无法化解的心理障
碍，其中不乏重点班的尖子生。父母
对于孩子学习过于关注，或者对孩子
控制过于严格，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
的是什么，不了解孩子的心理变化，导
致出现心理疾病。

张燕建议，家长发现孩子行为异

于平常时，如沉默寡言、睡眠不好、吃
饭没胃口、性格明显变化、玩游戏成瘾
等，要给孩子更多的、积极的关心和支
持，多陪伴孩子，多倾听他们的心声。
家长要设身处地关注孩子的感受，接
纳孩子的优缺点，营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注重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让他
们参与到家庭事务中，而不是把学习
当作唯一的事情。若孩子情况比较严
重，应及时带孩子去看专业医生，对孩
子进行心理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