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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展画

联合国曾经对“健康”作过一个定义 ，即健康的标准除了身体健康

外 ，同时还必须是心理健康 。身和心是一个整体 ，不仅相互依存 ，而且相

辅相成 。

自古以来 ，国人就十分看重身心之间的关系 。 枟路史 ·阴康氏枠曾有

记载 ，说的是在尧的时代 ，河水泛滥 ，水灾四起 ，“阴凝而易闷 ，腠里滞著

而多重膇” ，于是 ，为了强身 ，“乃制之舞 ，教人引舞以利导之” 。就学校教

育而言 ，最初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成长 ，中国最早的教育不仅是以

“乐”为基本内容 ，也是以“乐”为主要途径 ，近世有学者认为 ：“通检三代

以上书 ，乐之外无所谓学”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学校完全成为“读

书”的场所 ，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渐次被忽视 。

随着经济社会有不断发展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有识

之士开始认识到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改革开

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

校普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

强调 。 ２００１年 ，省教育厅成立浙江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全面推进

我省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而标志着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设在

我院 ，作为全省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业务指导单位 。

十年来 ，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具有心理健康教育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教师 ，初步满足了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师资的需

求 ；我们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网络 ，创造性地推出了诸如

心理活动周 、同伴心理辅导 、校园心理剧等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 、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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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载体 ；我们动员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以敢为

人先的精神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 、内容 、途径进行科学的探索 ，定期组

织科研与教学成果的评审 ，初步形成了我省以心理健康教育科研成果 、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课设计和个别辅导方案设计三大类别为主干的成果

展示平台 。十年来 ，在没有编制和专项经费的情况下 ，我们克服了种种

困难 ，使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跻身全国的先进行列 。

一路走来 ，我们可以说四个字 ：问心无愧 。值此十周年之际 ，我们

将我省心理健康教育的十年成长史浓缩为“十年磨一剑”这套丛书 。丛

书共分三册 ：管理篇包括两份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报告以及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出台的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 ，同时还介绍了我省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的一些重大活动 ；成果篇精选了十年来全省心理健康教育“优秀

科研成果” 、“优秀辅导课设计方案”和“优秀个别辅导方案”评比（简称

“三优评比”）中的部分获奖成果 ，它们是广大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成长痕迹 ；经验篇总结了我省十年来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的经验 ，并且呈

示了各地在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形成了特色迥异的典型经验 。

教育是阳光下的事业 。教育要培养一代阳光学子 。为之 ，我们矢志

不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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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首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先进个人与优秀等级站表彰会暨经验交流会在杭

举行 （２９６）⋯⋯⋯⋯⋯⋯⋯⋯⋯⋯⋯⋯⋯⋯⋯⋯⋯⋯⋯⋯⋯⋯⋯⋯⋯⋯⋯⋯

２００９年

浙江省第三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三优”成果推广会（心理辅导课专场）在杭举行

　 （２９７）⋯⋯⋯⋯⋯⋯⋯⋯⋯⋯⋯⋯⋯⋯⋯⋯⋯⋯⋯⋯⋯⋯⋯⋯⋯⋯⋯⋯⋯⋯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心理成长工作坊暨研讨活动在长兴县成功举办 （２９８）⋯⋯⋯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中小学心理辅导等级站经验交流会暨辅导站站长工作会议召开

　 （２９９）⋯⋯⋯⋯⋯⋯⋯⋯⋯⋯⋯⋯⋯⋯⋯⋯⋯⋯⋯⋯⋯⋯⋯⋯⋯⋯⋯⋯⋯⋯

全国中小学“同伴辅导”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温岭隆重召开 （３０１）⋯⋯⋯⋯⋯⋯⋯

● 大事记 ●

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大事记（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 （３０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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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学校
①

心理健康教育
发展报告 （2001 — 2005 年 ）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庞红卫

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起步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由一线教师率先发动 ，继

而政府推动 ，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是浙江省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由教师“个体”

的自发行为转变为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行政行为 ，依托行政力量推动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

经过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的跨越性发展 ，目前 ，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四级组

织网络基本完成 ，心理辅导课有了相对固定的课时安排 ，心理辅导室的建设日趋

规范 ，同时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实现了从自发 、自愿的“教师游击队”向专业化

队伍的飞跃 。

为及时总结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经验 ，剖析存在的

问题 ，规划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浙江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于 ２００６年

上半年对全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 ，作为一个发展的案例进行

解读 ，以探讨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下一阶段发展方向 。

一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发展状况调查与分析

（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制度建设汇总分析

１畅 基本情况

为推进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中心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共转发及颁布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文件共计 １０份 。

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归类 ，大致有以下四类 ：一是纲领性文件与实施意见 ；二是组

织网络建设 ；三是教师队伍建设 ；四是相关专题的指导性文件 。

① 指导纲要与实施意见 ，共 ２ 份 ，分别是 ：枟关于认真贯彻教育部文件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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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枠（浙教基〔２００１〕３４号） 、枟浙江省教育

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枠的通知枠（浙教基〔２００３〕３

号） 。这两份指导性文件分别对我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 、基本任

务和工作重点 、方式与途径以及组织管理体系 、师资队伍建设 、研究与评估工作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 ，为我省全面 、快速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据 。

② 组建组织网络 ，共 １ 份 。 ２００１年 ，浙江省教育厅颁发枟关于成立浙江省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通知枠 ，决定组建由黄兴茂副厅长任主任 ，基教处 、

师范处 、教科院等相关处室领导参加的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下设办公室 ，负

责日常事务 ，办公室设在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了省指导中

心的主要任务 ：负责全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教育进展的调研 、监

控以及科学研究的指导和管理 ，并负责为省政府 、省教育厅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决

策提供有关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信息和数据 ；负责对全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统筹 、协调工作等 。并明确要求各市 、县（区）教育局最迟在 ２００１年底前相

应成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

③ 教师队伍建设 ，共 ５份 ，分别是 ：枟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上岗资

格证书管理办法（试行）枠（浙教教科〔２００２〕８６号） 、枟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岗位职责（试行）枠 、枟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上岗资格证书发放工作程

序枠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上岗培训 、考核的若干意见枠

（浙心指〔２００４〕３号） 、枟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上岗资格证书管理办法

（修订）枠（浙心指〔２００６〕１号） 。以上五份文件对我省上岗资格认证制度的管理办

法 、工作程序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岗位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确立并完善了

我省的上岗资格认证制度 ，明确指出要对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实行上岗

资格认证制度 ，在我省中小学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须获得上岗资格证书 ，持

证上岗 。上岗资格认证制度的确立保证了我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专

业化水平 。

四是相关专题的指导性文件 ，共 ２份 ，分别是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中学人

口与青春期教育的若干意见枠（浙教基〔２００１〕１２４号） 、枟浙江省中小学人口与青春

期性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枠 。这两份文件对我省中小学人口与青春期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 、目标 、主要内容 、途径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并在组织实施上进行

了具体部署 ，极大地推动了我省中小学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开展 。

２畅 汇总分析

综观上述 ，近五年来 ，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主要依托的是行政手

段的推动 ，省教育厅组建了负责心理健康教育的宏观指导和协调工作的专门机

构 ———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并制订了心理健康教育的五年规

划 ，对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 ，同时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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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上岗资格认证制度 ，保证了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具有较高的专

业化水平 。

但总体而言 ，回顾近五年来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制度建设 ，一方面由于

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依托行政力量推进 ，另一方面由于我省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还处于“量”的扩充阶段 ，因而相关制度建设的重心主要集中

于组建组织网络与建设教师队伍 ，在提升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内涵和特色

建设方面缺少相关的有效措施 。

我们认为 ，在心理健康教育的制度建设过程中 ，一方面 ，行政手段的推动保证

了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快速发展 ，但如果没有后继评估考核制度的跟进 ，组

织网络建设的进程和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

另一方面 ，鉴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它的推进不仅

需要行政组织网络的保障 ，同时还需要一套专业机构（诸如心理教研网络 、心理辅

导站或心理热线等）的支持 。因此 ，我们认为 ，我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制度的设

计 ，除了具备行政管理的角色之外 ，还应承担起专业支持的角色 。

（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网络建设调查分析

１畅 行政组织网络

２００１年省教育厅组建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以来 ，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主要依托行政力量推进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 、县在 ３ — ５年的时间内组建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中心 ，负责对本区域内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 、规划和管理工作 。

为此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专门就各市 、县（市 、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组建情

况开展了调研 。

（１）基本情况

２００１年以来 ，各市县（区）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组建工作基本上按照省教

育厅的五年规划进行 ，到目前为止 ，各市指导中心已经完成部署 ，区（县）指导中心

的覆盖率达到 ７０％ 左右 。如图 １所示 。

图 1 　浙江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市 、县两级）组建进程图

（２）汇总分析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年是我省市 、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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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组建期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年由于缺少后继的督导与评估制度 ，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中心的组建进度趋缓 。

在人员配备方面 ：各市 、县基本类似 ，按照省教育厅的文件精神进行 ，指导中

心成员主要由教育局各处室有关领导组成 ，中心主任一般由教育局领导担任 ，中

心成员由各处室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组成 ，具体的指导工作则由各市教科所的科研

人员担任 ，但除杭州 、湖州两地各有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科研人员外 ，其余各市

指导中心办公室成员均由教科所科研人员兼任 。

２畅 专业支持网络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作 ，不仅需要学校内部全体教师 、各个部门

的配合 ，同时还需要社会机构 ，特别是一些专业的辅导机构或网络的支持 。鉴于现

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覆盖面的局限性以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人数及专业

性的限制 ，我们认为 ，单凭学校之力难以完成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辅导工

作 ，还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专业支持网络 ，诸如市 、县一级的辅导热线 、辅导中心等 。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 ，我省部分市 、县在完成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组

建工作后 ，已经开始尝试开设心理热线或心理辅导网站 ，利用晚上或周末休息时

间为学生及家长提供心理咨询 。如表 １所示 。

表 1 　浙江省各市心理辅导热线或网络组建情况（截至 2005年）

　类别

地区 　

机构名称
咨询
方式

成立
时间

负责单位 开放时间 辅导对象
年访问量
或年接
待人数

杭州
“雅戈尔学生心
理热线”

电话 １９９４年
杭州市指
导中心

每天晚上
５ ：００ — ９ ：００  学生 １０００ 靠

宁波
“宁波市大中小
学教师和学生
心理咨询热线”

电话 １９９８年
宁波市指
导中心

双休日 教师与学生 ６００ è

温州
“知 心 姐 姐 ”

信箱
邮件 ２００２年

温州市指
导中心

全时段 学生 ５００ è

湖州
“心海导航”辅
导室

电话 、

面询或
来信

２００３年
湖州市指
导中心

双休日
学生 、家长 、

教师
２００ è

嘉兴
“童趣”青少年
心理与家庭教
育咨询电话

电话 、

面询
２００２年

嘉兴市指
导中心

每周一 、三 、

五晚上
学生 、家长 、

教师
３００ è

台州 学校心理网站 电话 ２００４年
台州市指
导中心

３００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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