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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

作是建設教育強國、健康中

國的重要內容，是黨中央關

心、人民群眾關切、社會關

注的重大課題。10月18日，

由民進中央和全國政協教科

衞體委員會承辦的全國政協

「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守

護青少年成長」雙周協商座

談會在北京召開。來自不同

領域的委員、專家與有關部

門負責人匯聚一堂，為答好

這道守護青少年健康成長的

「必答題」積極建言資政、

廣泛凝聚共識。

「五育並舉」強載體
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

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以下
簡稱《計劃》），標誌着加強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
擺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計劃》提出「五育並舉促進
心理健康」的重要理念，用「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體強
心、以美潤心、以勞健心」首次開創性地闡釋了「五育」與心
理健康的內涵關係，為學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方向
和思路。
會上，多位政協委員和專家圍繞創新「五育」促進心理健康
的載體，健全長效機制提出意見和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武漢理工大學黨委書記信思金認為，應將心
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聚焦促進學生的全面發
展，在遵循教育規律上下功夫，在推進大中小學思想政治教育
一體化建設上下功夫，將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內容有機融
入、貫通編入思政課教材體系、教學體系和課程體系，實現全
學段接續關注心理問題學生、全鏈條加強心理健康教育、全方
位呵護學生健康成長。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體育總局運動醫學研究所研究員謝敏豪
提出，通過「以體強心」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議大力宣
傳運動有益於疏解心理壓力、促進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識，提高
大眾對積極參與運動重要性的認知，培養青少年養成主動運動
的好習慣，為青少年提供科學運動與預防損傷的知識與指導，
並加大體育運動成績在學生綜合評價中的權重。」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第二中學藝體中心主任孟豔一直關注
美育教育對於學生心理健康工作的促進作用。她表示，各級教
育部門應組織專題培訓，提升教師對美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重
要性的認識，優化學校心理健康教育資源配置，形成由心理教
師與美育、思政教師為主導的協作團隊，開發以藝術為載體的
系統心理課程，加強美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實踐。
應邀參加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重慶謝家灣教育集團黨委書
記劉希婭分享了她所在學校的教學實踐。「無論是初中部還是
小學部，保證孩子們每天一節60分鐘的體育課，每天2小時運
動時間，10小時睡眠時間。」這樣的教學方式帶來的結果是：
孩子們在質量監測中學業成績A+以上的能達到60%，A以上的
能達到95%以上，呈現出身心健康、思辨創新能力強、綜合素
質強等群體素質。「要限制中小學唯分數論、過度內卷的教學
方式，改變傳統的以考入清華北大人數為指標的優質高中評價

方式，降低中小學『生師比』，讓學
生們在學校有更多的優質體驗。」劉
希婭表示。

建設體系求精准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心理

研究所副所長蔣毅看來，做好青少年
心理健康工作仍面臨諸多困難挑戰。
「一方面，有些尚未達到臨床診斷

標準但卻是影響心理健康潛在因素的
腦認知活動異常問題，往往難以被家
長和教育工作者及時發現和恰當干
預。另一方面，心理活動容易受到社
會文化和家庭環境的塑造，以現有的
專業力量難以滿足日趨個性化的心理
健康服務需求。」蔣毅表示。
「因此，更全面、準確地描述當今

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特點、深入揭示
其背後的多種機理、研發有效教育促
進和干預方案，已成為當今我國腦科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相
關領域研究者重要而緊迫的科研任務。」董奇提出，大力開展
腦智發育基礎科學研究，努力揭示相關問題的內在規律，推進
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結合銜接，為提前預防、及時預警和有效
干預提供科學依據。
蔣毅也認為，應加大對心理與腦認知前沿技術研發投入，持

續加大心理和認知科學的科普力度。同時，基於身心健康篩查
結果，關注重點問題人群，深挖背後可能存在的神經障礙等內
在原因和校園、家庭暴力等外部原因，做好及時、精准干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黨組書記沈蓓莉一直很關

注低齡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在她看來，兒童缺乏知識經驗和
社會閱歷，心理社會性功能尚未成熟，無法察覺心理異常並自
我調節。一旦心理問題得不到及時發現和干預，可能導致心理
障礙和罹患心理疾病。
「因此，要早關注、早識別、早干預。加強對兒童的教育引
導，將心理健康教育納入小學日常教學內容。提升家庭、學
校、幼稚園和校外教育機構等的養育、教育認知和方法。對兒
童加強生命教育，增加兒童體育活動和勞動實踐的時長，擴大
對困境兒童的公益援助。」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院長王剛提到了兒童青少年

的自傷自殺問題。「兒童青少年絕大多數的自
傷自殺是抑鬱症等精神疾病所致，是醫學問
題，而不是單純的心理問題。在當前學校的心
理服務體系建設中，心理服務資源沒有與醫療
資源有效協同。」王剛建議，篩選、優化和整
合有充分循證醫學證據的AI類技術和產品，
在防、篩、診、治、管等各個環節發揮助力作
用，如在篩查環節，通過採集面部微表情、語
音、心率、皮膚電、步態等多模態信號，提升
篩查準確度；在診斷環節，使用大模型進行AI
輔助診斷，大幅提升診斷準確率等，提高青少
年自傷、自殺的總體干預水準。
「不僅於此。我認為可將人工智能、大數

據等新技術應用於整個青少年心理健康領
域，開發智能測評系統、個性化輔導工具
等，提高心理健康服務的針對性和有效
性。」沈蓓莉表示。
委員和專家們都認為，應以「精准評估」帶

動「精准防護」，「從面到點」地做好針對性
工作，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務道路。

「家校社」協同聚合力
「學校、家庭、社會」三大教育系統，共同貫穿了育人的整
個發展過程。強化「家校社」協同育人，是建設教育強國的重
要要求，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重要支撐，更是呵護青少
年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舉措。
這是與會委員和專家的共識。
然而，委員們在調研中卻發現，在實際工作中，「家校社」
三者長期分離，各自演變為獨立的教育生態系統，定位不准、
協同不力。對此，全國政協常委、民進安徽省委會主委李和平
建議「家校社」協同呵護青少年學生心理健康。「家庭要賦能
奠基。家長多陪伴子女，注重言傳身教，不斷提高處理親子關
係和家庭衝突的能力。學校要認真履責。按標準配備心理輔導
室和老師，開齊上好心理健康課，定期開展心理健康測評，
『一生一案』持續跟蹤。社會要多元支撐。建立健全衞生健康
與教育部門協同機制，探索建立『全時段、多平台、一站式』
心理健康服務模式。既分工合作、發揮各自優勢，也彼此融
入、凝聚育人合力。」李和平表示。
結合香港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防治經驗，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務顧問陳卓禧也提出了社會各界多維發力
的意見建議。
他建議，為教職工提供訓練，及早識別、支援和及時轉介有
危險警號的學生。編寫有關手冊和指南，規範操作，指導學校
應對突發情況，使學校成為守護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第一線。通
過學校、街區和群眾組織對家長進行教育，改變傳統觀念，提
高家長對青少年成長的認識。政府動員和支持志願者團體及專
業社會服務機構，提供專門心理健康和情緒輔導，由社會服務
機構設立線上支援隊，搜索和接觸邊緣和隱蔽青少年，以線上
和線下方式適時介入、支援和輔導。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天津市委會副主委孟冬梅認為，目前各部
門針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各自職責範圍內做了大量工作，但由於
統籌協調機制不健全，部門之間溝通管道尚未完全打通，沒有形
成合力，青少年心理健康「防護網」還沒有真正織密織牢。
「建議由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統籌推進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制定一體的工作方案，進一步明確職責，建立定期會商制度，
打通部門之間聯通協作的關卡，推動教育、民政、婦聯、衞
生、司法、宣傳、網信和公安、街鎮等部門協同開展青少年心
理健康服務。」孟冬梅表示。「我相信，在政府和全社會廣泛
重視，各方面齊心多維發力下，我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必定得
到提升，我們的下一代必定能抵抗各種心理壓力，茁壯成
長。」陳卓禧說出了與會委員和專家的共同心聲。

●10月18日，全國政協「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守護青少年成長」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新華社）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建
設教育強國、健康中國的重
要內容。圖為2022年3月，
在嘉興市兒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務總站，學生們在老師
的帶領下通過沙盤遊戲的方
式進行心理分析。 （新華社）

●強化「家校社」協同育人，是建設教育強國的重要要求。圖為2024年5月，
北京第二實驗小學聯合北京烹飪協會食育工作專委會開展「職趣新體驗 食育傳
匠心」家校社協同育人迎「六一」特色活動。 （新華社）

關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共同撐起心靈「守護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