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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

问题及对策探讨 ①

李佳怡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小学生是一个特殊的团体也是人们经常关注的团体。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关系着学生自身的成长，
也关系着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越来越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同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也日益突显出来。不少学校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心理健康教育建设问题，本文总结归纳问题以及提出解决对策，以帮助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好的展开。

关键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Ｂ８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４２－０３

社会在急速发展，社会竞争也在加剧，同时也给学生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

越严重，开展切实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是迫在眉睫。现如今中小学的心理健康问题愈来愈受到

社会各界的关注，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光是为了解决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更是因为心理

健康教育是培育中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维护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活动。落实好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才能让学生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之中，才能培育出身心健全的人才。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虽然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起步晚，人口多，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临了许多问题。

１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
１．１　教师队伍不健全
１．１．１　缺乏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就我国目前现有心理健康老师队伍来看，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非常缺乏，大多数心理健康老师都是

半路出家，在就任心理健康老师前临阵磨枪，接受短暂又简单的心理健康培训就上岗工作，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还有一些心理健康教师是由班主任、教务处老师、政治老师或者校医兼职。

这些老师由于缺乏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难以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质。常把心理健康教育与德

育混为一谈，很难真正了解学生的内心，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

１．１．２　留不住优秀的专业老师
虽然心理健康老师越来越多，但是很多都是学校其他老师兼职的。因为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的待

遇和晋升空间并不乐观。大多数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编制很少，所以很多心理健康教师在编制上没有

保障。心理健康老师的待遇普遍偏低，因为心理健康老师的工作量很难认定，绩效工资基本上没有。兼

职心理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往往不纳入教师工作考核，只作为义务劳动，没有任何补贴［１］。职称

评优评先处于劣势，由于心理健康工作的特殊性，劳动成果不像其他学科一样可以用成绩排名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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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科中的地位比较低，所以经常被领导误解，看不到教学工作中的成果。这些因素都不

利于心理健康老师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很多老师干脆放弃心理健康老师的岗位，或者为了今后的发

展，由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转到其他部门。

１．２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展开不科学
１．２．１　教学设计不合理

尽管现在大多数学校都定期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在教学上任然存在很多问题。心理健康

辅导学科的教授模式太过单一，仅仅是利用传统的一对多的教授模式进行授课［２］。单纯的知识性讲解

很难让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产生兴趣，同时也不能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真正价值。有些老师在授课

方式上有所改变，采用了游戏法等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但是游戏过多，并且缺乏递进关系。游戏过多

容易出现单纯为了活动而教学的问题，不利于学生体验和分享，活动之间缺乏关联性，导致学生体验简

单化，不利于深化课堂［３］。

１．２．２　课余心理辅导没有落实
由于心理健康教师队伍中兼职老师偏多，专业人士偏少。导致心理健康工作难以科学有效的进行。

有些学校领导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心理健康老师只有在检查时才做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而平时很少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４］。或者在学生中出现重大的心理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时，学校才临时性

想到需要在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所以，学校并没有规范地开展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由

此可见，除了单纯的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外，学校很少进行课余的个别咨询或者团体心理辅导。日

常的心理辅导没有得到落实，难以帮助真正遇到问题的学生。

１．３　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表面上重视
１．３．１　配套设施跟不上

很多学校心理咨询工作条件简陋，没有设置相应的心理咨询室，心理健康老师不能按照科学程序对

待来访学生。任何工作的展开都需要经济的基础，心理健康工作更是如此，心理健康中心基本的设施需

要有：心理咨询室，沙盘游戏室、团体心理辅导室，宣泄室。如果这些设施都不能保证，老师将很难正常

的开展心理健康工作。很多学校忽视对心理健康中心的建设，对心理健康中心的人力物力投入都过少。

配套设施跟不上，导致心理健康工作难以开展。

１．３．２　心理健康教育课被占用
目前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大部分中小学校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存在，从根本上来看，学校并没

有对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很多都是象征性的开设，

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学科模式，经常被别的主科老师占用，这就表明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

课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可有可无，同时也是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的认识程度不够。研究表明，８７．５％的
学校出现心理健康教育课被其它课程挤占的情况［５］。

２　解决的对策
２．１　引进专业老师，留住优秀教师

专业知识扎实的师资队伍是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全面、系统、科学、有效开展的重要条件［５］。学

校应当招聘专业对口的心理健康老师，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正确的认识，这样才

能更好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健康老师岗位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其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

制约着心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１］。所以，先应当解决心理健康老师的编制问题

和待遇问题，其次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学科。要做到一视同仁，这样才能留住心理健康老师。

２．２　加强教师培训，随时给教师“充电”
伴随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持续深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因大多数是“半路出家”“先

天不足”，其理论基础不扎实、实践能力较差等问题日趋凸显出来［６］。心理健康课授课方式单一，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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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抓不住重点，课余心理辅导没有落到实处等。大多数都是因为心理健康老师的知识储备不够，实战

经验不足。因此，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要加强对兼职老师的专业培训，

同时也要给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定期“充电”。社会在快速发展，专业知识储备也要与时俱进，心理健康

老师如果故步自封很快就会被淘汰，也不利于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所以对老师进行培训

是大多数心理健康老师需要的。

２．３　转变观念，重新定义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不重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校没有真正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义，没有认识

到心理健康教育对于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业发展的重要性。心理健康教育是基于学生心理和生理的发

展，运用相关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方法和手段，培育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的发

展的教育活动。所以，防止问题发生、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才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７］。这就要

求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必须从日常做起，全校要树立一个“全民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让心理健康教

育服务于学生，必须要做到学校全体教职工都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学校只有转变观念，

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重点学科去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３　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要讲求实效并深入实际，需要学校转变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从课程设置、教师引

进等方面去落实，按照科学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８］。要想对中学生进行有效的

心理健康辅导，首先学校得完善心理健康学科体系，认识到心理学的重要性。其次还需要全校师生的配

合及社会各界支持。虽然我们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建设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始终是曲折向

上的一个过程。随着社会各界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以及各种有利政策的出台，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也会不断的完善最终发挥其无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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