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类）

中 山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中教体函〔2023〕51号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中山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第2023102号建议答复的函

何德雄、刘欢、卢舒韫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第2023102号建议《关于多方联动促进学生心

理健康成长》的建议收悉，该建议由我局主办，妇联、卫生健

康局会办，现答复如下：

一、对建议内容的总体表态

建议提出：大力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配备足够的心理

专业教师，支持心理健康专项研究工作并总结成果，形成具有

中山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社区协同共促学生健康成长；

培育心理健康机构，培养心理健康专业人才。我局认为代表们

提出的建议，可作为我市加强心理教育的重要参考，我局采纳

建议。

二、回应各项具体意见建议

（一）配备足够的心理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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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和改进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措施，其中要求，学生规模1000人以上

的中学、1200人以上的小学须配备专职心理教师。2021年教育

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因应相

关考核调整，教育系统通过政府履职评价的手段，将“配备专

职心理教师”纳入市对镇街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体系。

2022年23个镇街中开发区、东区、东凤、黄圃、阜沙、港

口、沙溪、大涌、神湾、坦洲共24所学校未能达标。今年，我

们将全面督办专职心理教师落实情况，全面落实每校至少1名

专职心理老师的要求，将专职心理教师配备情况纳入对镇街履

行教育职责评价内容，对2023-2024学年度起仍未能落实一校

至少一名专职心理教师的镇街教育部门予以约谈、通报。落实

硬指标后，将会根据国家、省、市文件要求，逐步要求各镇各

校按比例配备专职心理老师。

（二）支持心理健康专项研究工作

我市每年的市级课题和省级课题立项均会设置一定比例

用于心理健康项目，保证心理健康教研工作的实施。另外，我

市从2021年开始获省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基地称号，近三年共计

有约56万用于心理健康教研工作。

（三）社区协同共促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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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妇联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通过提升广

大家长的科学育儿水平，增进亲子关系和亲子感情，促进青少

年心理健康。

一是举办家庭教育宣讲活动。开展“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

进村（社区）活动”，每年开展400多场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服

务活动。联合市教育体育局组织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新生家长培

训活动，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纳入培训内容，服务家长

儿童超过100万人次。开展号召“百万家长学法规”系列宣传活

动，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讲座、沙龙100多场。

二是提供个性化心理健康服务。实施“中山父母成长计划”

镇街家教指导服务项目，开展230场个性化心理咨询服务、23

场亲子团康活动、 23场家教沙龙。并开通家教服务热线

88210886、妇女热线12338。

三是开展在线心理健康宣传。推动宣传“中山家长在线”

家长网络学校学习平台，推广普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

目前近18万家长关注。在中山广播电台开设“家家一点爱”节

目，向家长宣传家教和心理健康知识，每年播放超过400次。

四是注重0-3岁早期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实施0-3岁早期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项目，编印出版《0-3岁早期家庭教育100问》

读本，包括生理养育、心理发展和家庭支持等三大内容，提升

新手父母对婴幼儿的心理健康指导水平。

五是整合部门资源，建立了精神卫生机构、学校与家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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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的沟通联动机制，定期派出精神卫生医生驻校，并形成

制度，确保严重心理问题学生得到及时评估和转诊。广泛动员

社区（村居）的家庭教育组织主动对接学校，促进家校、社区

联动，形成协同并进、互相支持的力量。全市心理教师和社工

积极行动起来，各学校常态开通331条心理援助热线，在师生

家长中广泛宣传中山市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88884120，形成了

“市-镇-校”多层面全覆盖心理援助网络，及时为有需求的师生

提供心理援助。目前我市第三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

院、市博爱医院及各镇街已设有心理（精神）科门诊，其中市

级医院已具备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检测功能，

镇街心理门诊由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和镇街精神科

医生出诊相结合，未来也能逐步具备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检测功能。目前在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未成年人心理

辅导中心和儿少门诊，已有较为完善的检测设备。随着我市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完善，可以探索选择有较好条件的医疗

机构作为定点检测机构，便于帮助家长熟悉流程并能够得到有

效治疗。

另外，中山市中小学已常态开展全员参与的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摸排，落实重点学生跟踪管理，每年春秋季开学均安排全

员心理测评。同时落实重点学生跟踪管理。对高危心理问题学

生除了进行常规的约谈外，还要求落实“一普访五多访”政策，

深入了解高危学生各方面情况，加强家校沟通，体现全员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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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卫健和教育部门已初步建立了班主任-心理老师-心理医

生的三级识别转介网络，发现异常需要治疗的学生，经老师转

介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治疗。

（四）培育心理健康机构，培养心理健康专业人才

针对心理专业教师和心理服务人员不足问题，卫健局已制

定《中山市校园心理老师及班主任心理服务能力提升培训方

案》，近几年不断组织心理专科医疗机构配合教体部门开展心

理老师队伍培训，通过线上和线下培训、门诊跟诊实践和病例

讨论、系列视频课程等形式进行专业授课。我市卫健部门愿意

丰富本土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库，发挥专业特长，持续支援学校

心理教师队伍的培训和科研工作。

同时 ,教体系统重视对学校专职心理教师的专业能力提

升，对班主任心理辅导能力培训和教师全员心理知识普及常做

常新，多渠道开展专职心理教师督导和专业技能培训。

一是常态开展市级心理教师专业技能培训、骨干班主任心

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培训以及新进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初级

（C级）培训。二是开展心理特色活动策划实施、心理精品课

程研发、专业论文案例征集评选、科研课题研究、专业能力大

赛、名师工作室、心理教师联盟、到心理门诊跟岗学习等途径

促进团队成长。三是持续进行本土化的心理教育课程体系资源

开发。2022年邀请市心理健康卫生中心录制心理健康教育普及

课程，增强各级教师对心理健康基础知识的学习。四是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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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了市内外专家进行了应急处置心理危机事件培训，提高理

论素质、实践技能与实战能力，指导各中小学校建立校园心理

危机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家长知情

同意机制、心理危机突发事件管理机制、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专

业分析报告制度等。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保障学生心理健康意义重大。促进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根本在育人，重点在防治，我们渴求全社会

一起行动起来，合力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

诚挚感谢您对我市心理教育工作的关心支持。

专此函复。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2023年7月11日

（联系人及电话：何嘉俊，电话：89989296）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妇联、卫生健康局。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