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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督导处编 2022 年 12 月 18 日

关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项督导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关爱青少年生命健康工作有关要求（苏教督委办函〔2022〕51 号），

根据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工作部署，

经研究，督导处组织人员对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专项

督导。现将此次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部署

根据苏教督委办函〔2022〕51 号通知精神要求，督导处发出

专项督导通知，明确了此次督导的时间、内容和要求。

时间：2022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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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重点：贯彻落实《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青少

年生命健康关爱工作的意见》以及《江苏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专项督导实施方案》要求，在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责任、

推进教育实施、强化督导问责等方面的落实情况，具体内容详见

附件。

督查方式：听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汇报。查阅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相关台账资料。访谈学生、教师及家长等。

二、工作成效

我校始终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2012 年修订）》相关精神，遵循学生心理发展规律，在学校

全教育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服务，以达到培养学

生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的目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成立

于 2006 年，中心建设了 7 个功能室，有完善的设备和活动场所，

给予了全校师生更多、更好、更优地服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规章制度

学校专门成立了泰州机电高职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由毛金余校长牵头，主抓德育工作的张慧校长担任副组长，

每学期至少召开 2 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题会议，同时，学校将

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制定了心理

辅导转介制度、心理健康教师工作制度、心理咨询室档案管理制

度、心理咨询室值班人员工作制度等等，规范化安排各项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以专职心育教师为核心，兼职心育教师和班主任为

骨干，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尽所能。

（二）优化心育队伍，重视心育教科研活动

一是建立了一支成熟的心理健康教育核心教师队伍。学校现

有专职心育教师 2 名，具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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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学位；兼职心育教师 2 名，具备国家三级心理

咨询师资格证。我校聘请了泰州学院心理健康研究所仲稳山所长、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吴煜辉主任、泰州市第四人

民医院精神科于海鹏主任为我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顾问。心育教师

分管各新生班级的教学工作，力求每班一周 1 课时的心理健康教

育课。同时，还负责全校所有班级的心理辅导课，以及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的日常工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实施提供专业

指导。学校极为重视对专兼职心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培训，保障心

育教师相关权益。

二是建立了一支具有较强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能力的班主任队

伍，加大对班主任的培训力度，有计划地组织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力。

三是建立了一支具有一定心理健康教育自觉意识与实施能力

的教师队伍。学校利用教职工大会、校本培训时间，请专职心育

教师和校外专家开展相关讲座，分享共情、倾听、肯定等学校心

理辅导的基本理论、方法，提高他们的自觉意识与实践能力。

（三）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阵地作用

1.建设规范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位于向进楼二楼，环境安静便利，划

分为办公接待区、团体活动室、个别辅导室、潜能开发室、心理

拓展室等区域，心理阅览、心理宣泄、沙盘游戏体验等基础设施

配套完备，内部环境舒适、温馨。

2.为心理困扰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辅导服务

心理辅导室由专兼职心育教师主持日常工作，严格按照值班

制度，接待来访学生，帮助学生释放负性情绪，缓解心理压力，

分析处理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和困惑。心育教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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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登记和心理咨询个案记录，对进行过心理咨询的学生做到及

时回访、效果追踪。对于个别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做到及时

识别、转介到相关心理诊治部门，并且对治疗进度做到实时跟进。

心理中心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8

小时。学校公布心理求助校内外电话、信箱等，及时回应和帮助

学生。

3.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做好学生心理跟踪调查

建立学生心理档案，一生一档，通过心理档案，甄别关注高

危问题学生，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平时，通过与班主任、心理

联络员定期会谈、心理调查等方式，主动发现心理困扰学生，动

态观测学生的心理变化情况。

4.配备心理委员，发挥朋辈指导作用

每班配备 2 名（男生、女生各 1 名）心理委员。定期组织学

生干部和心理委员培训，建立朋辈辅导机制，充分架构心理中心

与各班级之间的桥梁，多方面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提高学生

心理素质。

（四）密切家校社区联系，实施家校社区共同教育

加强家校社合作，每学期对重点学生开展家访电访，学校每

学期发放告家长书。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班主任及各学科教师岗

前培训、业务进修、日常培训等必修内容，提升教师心育素养、

技能和水平。每学期召开家长会（本学期因疫情原因推迟），组

织线上线下家长学校，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指导家庭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