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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小学、中学、大学认识一体化、内容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研究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的“五个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ꎬ
有助于统一认识、统一目标、统一内容、统一行动ꎬ为学生提供及时、专业、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ꎬ预防心理疾病发生ꎬ塑造积

极心理品质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健康教育ꎻ组织和管理ꎻ学生保健服务

【中图分类号】 　 Ｇ ６２７.８　 Ｇ ４４４　 Ｇ 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４)０５￣０６１５￣０５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 ＬＩ Ｘｉｏｎｇｙｉｎｇ ＢＡＩＥＲＮＡＡｌｉｆｕ ＴＡＮ Ｃｈｅｎ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００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
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ｎｇ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ｉｆｙ ｏｕｒ ｎｏ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ｌ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现今ꎬ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
题[１] ꎬ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在于促进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２] ꎮ 国家高度重视并多次发文部署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ꎬ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ꎬ安排了专职
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ꎬ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ꎬ实施了心理筛查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ꎬ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３] ꎮ 然而当前ꎬ基于学生心理
问题普发、高发、频发的态势ꎬ以及各学段心理健康教
育缺乏有机衔接的现状ꎬ急需建设幼儿园、小学、中
学、大学认识一体化、内容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研究
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的“五个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ꎬ为学生提供及时、专业、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ꎬ预
防心理疾病发生ꎮ

１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现高发频发态势

２０２３ 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 １７ 部门联
合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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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中指出:“随
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ꎬ学生成长环境的变化ꎬ叠加新
冠疫情影响ꎬ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已成为党中央关心、
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 [４] ꎮ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

报告(２０２１—２０２２)»数据显示ꎬ１８ ~ ２４ 岁年龄组的抑
郁风险检出率达 ２４.１％ꎬ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ꎮ 小学
阶段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 １０.０％ꎬ重度抑郁检出率为
２.１％ ~ ３.１％ꎻ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 ２０.０％ꎬ重
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４.８％ ~ ６.０％ꎬ呈现出随着年级上升
的趋势[５] ꎮ Ｌｉ 等[６]提出ꎬ我国 ６ ~ １６ 岁学龄儿童青少
年任意一种精神障碍患病率为 １７.５％ꎬ高于全球多数
国家ꎮ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趋多样化ꎬ涉及自我认
知、情绪情感、人际交往、学业发展、网络依赖等诸多
方面ꎬ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刻不容缓ꎮ

２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走心、知心、育心”的系统
工程[７] ꎮ 从 １９９４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８] 中提出“心理健康教
育”ꎬ到 ２０２１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９] ꎬ国家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师资配备、课程建设、心理筛查与危机干预等做出了
详细的规定和要求ꎮ 然而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仍
参差不齐ꎬ工作开展和落实程度不一ꎬ在源头和过程
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域、学段和校际差异ꎬ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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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建设需求ꎮ
２.１　 重视程度不一ꎬ政策执行不到位　 我国心理健康
维护的关注点仍未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１０] ꎬ
尤其是我国不同地区和人群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
不一ꎮ 在长期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下ꎬ许多教育者只
重成绩ꎬ心理健康素养的缺乏导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要性被忽视ꎮ 基于此ꎬ政府提出了多项制度ꎬ如设立
心理服务平台、加大心理学专业教师与兼职教师配置
力度、购买专业社工服务等ꎻ也提出了多项行动指南ꎬ
如:“心理滋养 １ ０００ 天”、促进交流与运动的“两个
一”行动等[１１] ꎬ然而地方机构仍有执行不到位的现

象[１２] ꎮ 研究表明ꎬ高校教育管理者、心理健康教育专
兼职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活动和管理活动的认
知与评价存在不一致的现象ꎬ原因在于心理健康教育
目标不够明确[１３] ꎮ
２.２　 各学段之间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有效衔接　 福
建省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开设情况调查显示ꎬ中小学
心理健康课被挤占现象较为突出ꎬ其中上课时间“偶
尔被挤占”的学校占比为 ３４.７％ꎬ“经常被挤占”的为
４.９％ꎬ“从未上过课”的为 １３.７％[１４] ꎮ 许多学生在小
学或中学出现的心理问题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和解
决ꎬ使其进入大学后更为严重ꎮ 以武汉市某教育部直
属高校为对象的研究显示ꎬ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中ꎬ
向专业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的只占 １９.４％ꎬ向医生寻
求帮助的则只有 ２.８％[１５] ꎮ 另外ꎬ根据相关调查数据ꎬ
有 ３２.４％的大学生表示在学校获得心理咨询服务“不
太便利”ꎬ有 ７８.４％的大学生从未使用过心理咨询服
务ꎬ５２. １％ 的大学生没有参加过心理类课程或培
训[１６] ꎮ 可见各学段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数量不规
范ꎬ随着年级的升高ꎬ课程普及率反而有下降趋势ꎮ
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ꎬ学生成长所需的心理健康知
识体现出闭合性、连贯性与差异性结合的不到位ꎬ且
存在“纸上谈兵”现象ꎮ 由于部分地方未按照国家政
策要求和学生心理发展需要开展相应学段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ꎬ课程开设、心理咨询、知识普及等处于缺
失状态ꎬ既不利于及时应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ꎬ也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埋下潜在风险ꎮ
２.３　 保障机制不完善

２.３.１　 制度与经费保障不全面 　 我国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政策制度正在实现由概括向具体、由片面
向全面过渡的完善过程ꎮ 现阶段的制度内容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各学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衔接性政策
缺乏ꎬ每个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成果不能被下一学段
识别并延续ꎻ“以学生为中心”的针对性制度不足[１７] ꎬ
难以及时准确掌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ꎮ 制度落实存
在的问题有缺乏对于制度执行的监督性政策ꎻ制度执
行“柔性有余ꎬ刚性不足”ꎮ 在经费建设方面ꎬ有学者
对教育部出台的 ７ 个专业政策文本进行梳理ꎬ发现我
国政府在不断调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经

费措施ꎬ除了特色学校争创计划外ꎬ其他的文本大都
是仅提出要设立专项经费ꎬ却未明确提出经费额度、
经费标准ꎬ没有明确的政策刚性要求[１８] ꎮ 心理健康教
育经费多用于专业培训、心理健康活动开展、设施和
场地建设及图书购买ꎬ但近 ７５％的学校专项经费不
足ꎬ且近 ４０％的学校相关功能室总面积在 ５０ ｍ２ 以

下[１９] ꎮ
２.３.２　 师资队伍专业化程度不足 　 一方面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专业化程度不足ꎬ根据来自全国心理健康教
育示范区中小学的调研数据可知[２０] ꎬ专兼职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和 ５１％ꎬ心理教师队伍的
专业化有待提升ꎮ 就第一专业而言ꎬ心理学占 ２９％ꎬ
教育学 ３４％ꎬ医学 ３％ꎬ艺术 ４％ꎬ其他占 ３１％ꎬ表明有
近 ４０％的非对口专业者ꎮ 另一方面ꎬ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缺乏参与教研科研的机会ꎬ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的研究课题仅占 ５２％ꎬ４７％的教师尚未主持或参与过
课题研究ꎮ 许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也是由
其他教师来兼职ꎬ与全职工作的成效相差甚远[２１] ꎮ
２.３.３　 教材建设不系统 　 当前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材种类繁多且质量良莠不齐[２２] ꎬ教材的不规范可能导
致教师对不同阶段的教学侧重点的理解产生偏颇ꎬ影
响教学效果ꎮ ２０２２ 年全国人大代表崔建梅提出«建议
国家编写统一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 [２３] ꎬ并指
出由于教师和教材的限制ꎬ许多学校的心理健康课效
果不佳或者使用各种地方教材ꎬ有些地方甚至是心理
健康老师自己设置课程内容ꎬ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ꎮ
２.３.４　 区域分布不均衡　 东部比中西部地区、城市比
乡村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更加到位ꎮ
全国范围内ꎬ初中开设心理课程占 ４６.６％ꎬ而在农村仅
为 １７.２％[２４] ꎮ 俞国良等[２５] 发现西部高等院校心理健
康教育制度落实、课程设置、心理咨询室建设、师资力
量和经费支持等方面均较为薄弱ꎮ 尤其边疆民族地
区乡村小规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心理辅导室
建有率较低且设施不足、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薄
弱、家校社协同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２６] ꎮ 在学校类
型方面ꎬ普通本科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普及度更
高ꎬ但效益低于重点院校ꎬ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较
为落后[２７] ꎮ

３　 学校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价值内涵

３.１　 遵循国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导向　
健全的心理作为完善的人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影
响到思维和学习、感觉和行动ꎬ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起
到决定性作用[２８] ꎮ ２０２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加快补齐精神卫生等服务短板” [２９] ꎬ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是国家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ꎬ也是德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ꎬ是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途
经ꎮ 学生心理发展兼具连续性与阶段性特征ꎬ因此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一体化建设是确保学生心理

６１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第 ４５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４５ꎬＮｏ.５



问题的预防、干预ꎬ使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的根本遵循ꎮ
３.２　 遵循学生心理发展的阶段性与关联性特征的内

涵　 心理社会阶段理论指出ꎬ在心理发展的 ８ 个阶段
中ꎬ每个阶段个体都会应对和解决一种危机或冲突ꎬ
习得一些态度和技能ꎬ个体必须充分化解每一阶段的
危机ꎬ以应对下一阶段发展的要求[３０] ꎮ 根据这一理
论ꎬ学生心理发展对应着第三阶段(３ ~ ６ 岁)、第四阶
段(６ ~ １１ 岁)和第五阶段(１２ ~ ２０ 岁)ꎮ 多数学生在这
一时期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心理发展困难ꎬ需要老
师、家长和同伴的帮助ꎮ

学生心理咨询的实践验证了心理发展理论的内
容ꎬ揭示了心理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与内在关联性
特征ꎮ 学生的心理问题与成长过程中的人际、学习、
家庭等经历密切相关ꎮ 较典型的关联特征包括幼儿
园和中小学阶段的同伴孤立与欺凌、家庭中不良的父
母关系(高频度争吵、冷暴力、父母离异)、不良的亲子
关系ꎬ可能都是部分咨询大学生严重人际交往障碍的
重要原因ꎮ 幼儿园、中小学阶段教师、家长、同伴等对
学生过多的否定、批评、羞辱、忽略等压抑了学生对自
我的积极探索ꎬ可能是部分咨询大学生严重自卑、自
我同一性混乱的重要原因ꎮ 中小学阶段教师、父母对
学生过高的期望、过度的控制忽略了学生的心理需
求、感受和承受能力ꎬ可能是部分咨询大学生焦虑、抑
郁、承受挫折能力低、适应能力不良、学业倦怠的重要
原因ꎮ 以上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多重叠加、长期存
在ꎬ或单一问题的超负荷承受ꎬ加之大学期间不良事
件的诱发ꎬ可能是部分咨询大学生产生自杀等心理危
机的核心原因ꎮ 此外ꎬ有关纵向研究也表明ꎬ３ 岁时儿
童的心理问题与 １９ 岁时的学业成绩有关ꎬ意味着学生
每一学龄阶段的心理问题都会对下一阶段产生影
响[３１] ꎮ

“关键期” 理论指出[３２] ꎬ人类的某种行为和技能
知识的掌握ꎬ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最易受环境影响ꎮ 学
生各阶段的心理问题若能得到及时解决ꎬ就能度过心
理危机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ꎬ因此建设学校
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对于实现学生心理健康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４　 形成“五个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４.１　 认识一体化　 统一认识ꎬ补齐短板ꎬ高度重视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ꎬ是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
基础ꎮ 各级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必须深刻认识到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时代意义和未来价值ꎮ 这一过程
的主要难题是摆脱重成绩的应试教育思维惯性ꎬ深刻
植入心理健康意识ꎬ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学生共
同参与的全方位立体化心理育人体系ꎮ

加拿大以心理健康素养为切入点的认识一体化
的路径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ꎮ 心理健康素养是指“帮

助人们辨别、管理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和信念” [３３] ꎮ
加拿大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以学校为基础、以教
师为纽带ꎬ将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认识的资源进行横向
整合ꎬ帮助人们提高辨别心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３４] ꎮ
我国也应利用多种媒介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案例和
预防干预的积极效果广为宣传ꎬ普遍提升民众心理健
康素养ꎬ形成心理健康教育认识一体化ꎮ
４.２　 内容一体化　 应依靠课程内容一体化与内容传
授一体化ꎮ 课程作为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和技
能的主渠道ꎬ是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
内容ꎮ 教育部门应分别制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
各学段统一的心理健康课程大纲并编写统一教材ꎬ实
现每一学段教材内容、教学目标、课程标准的统一ꎬ同
时突出阶段性ꎬ加强衔接性ꎬ确保规范性ꎬ建成层层递
进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ꎬ以解决现存课程建设方面的
问题ꎮ 同时ꎬ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ꎬ促进教师
深刻理解各学段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与教材内容ꎬ掌握
多样化课程组织方法ꎬ确保能根据学生心理特点灵活
设计教学ꎬ解决教师准确理解课程内容并向学生进行
有效传达的难题ꎬ做好起始年级和毕业年级传授内容
的承上启下工作ꎮ
４.３　 信息一体化　 实现信息一体化是对心理问题进
行研判ꎬ实施有效预防和干预的前提ꎮ 心理成长档案
是记录学生心理发展轨迹的信息载体ꎬ也是了解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途径ꎬ对后续学段具有重要参照
价值ꎬ但当前在全国的普及率较低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建立“一生一策”心理成长档案的要求[９] ꎬ首先各级
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在科学、规范、保密、伦理原则前提
下ꎬ积极探索和实践心理成长档案制度ꎬ为所有学生
建立心理成长档案ꎻ其次应由教育部门牵头ꎬ学校、家
庭和学生参与ꎬ利用信息化平台和大数据理念ꎬ在确
保学生心理健康信息不被泄露、学生利益得到保障的
前提下ꎬ由前一学段传递到后续学段ꎬ实现心理健康
信息一体化ꎮ 此过程必须规避的风险是任何学段不
得以心理健康问题剥夺学生的学习机会ꎬ或给学生贴
标签ꎬ把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污名化ꎬ给学生造成
二次心理伤害ꎮ
４.４　 研究一体化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ꎬ为实
践提供支撑ꎬ是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的根
基ꎮ 黄步庭[３５]认为ꎬ需整合资源ꎬ形成系统化、开放性

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ꎮ 李永鑫等[３４] 指出ꎬ应在
大量研究基础上ꎬ以问题为导向ꎬ针对性地设计心理
健康素养提升方案ꎮ 教育部门可组织权威专家团队
对学生从小到大的心理发展规律定期展开全程式研
究ꎬ对各学段学生高发心理疾病的发生机理、治疗方
法、教育策略进行持续探究ꎬ为心理问题的应对提供
理论指导ꎮ 其次是开发本土化的学生心理测评工具ꎬ
增强文化合宜性、年龄针对性ꎮ 再次ꎬ应定期组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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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学段学生的心理测评工作ꎬ定期发布权威性、科
学性的学生心理发展报告ꎬ向社会客观传递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ꎬ引导各方在循证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心理预
防和疏导ꎮ
４.５　 管理一体化　 实施“分级－衔接”管理策略ꎬ是高
效实现上述 ４ 个一体化的重要保障ꎮ 顶层设计应涵盖
所有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政策ꎬ引导一体化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建设ꎮ 制定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提升策略ꎬ发
挥监督检查、督导帮扶的作用ꎮ 心理健康教育薄弱地
区、学校和学段应限期整改ꎬ实现国家到地方的分级
管理以及幼儿园到大学的阶段管理衔接ꎮ 对基层高
素质心理健康教育师资欠缺问题ꎬ可以通过农村专项
计划实施点对点教学ꎬ选派优秀教师去欠发达地区支
教ꎻ利用高校力量反哺基础教育ꎬ大力推进免费师范
生计划ꎬ为基层定向补充师资ꎻ出台对从事心理与教
育等相关学科的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在岗培训政策ꎬ
提升各校现存师资利用效益ꎮ 对于内容一体化的效
果评估ꎬ可借鉴 ＡＤＤＩＥ 模型的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实施(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教学效果评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６] ꎬ实现兼顾目标与反馈
的统筹管理ꎮ 综合上述ꎬ力争做到政策执行到位ꎬ为
区域、学校、学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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