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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办〔2023〕14 号 

 

 对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 152046号提案的答复 

 

袁青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后疫情时代为青少年提供优质心理健康服

务》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高度重视，坚持正确育人导向 

普陀区教育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持续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坚持做到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坚持育人导向，厚植家国情

怀，激发成长力量；坚持发展与防治相结合，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加强生涯指导，发展心理潜能；坚持主导与协同相结合，

发挥学校主导作用，强化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协

同联通，合力为学生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基。 

二、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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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德育为先。抓牢课堂教学主阵地，挖掘各类学科的

育人价值，通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同行，助力学生理

想信念养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我们积极利用区青少

年教育活动中心、区中小学法治教育中心及区内半马苏河、红

色工运、“中华武数”等校外优质资源，组织开展“行走半马苏

河、颂歌美好生活”以及劳动教育等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升

活动育人实效。 

2.加强中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严格执行课程计划，严格考

试管理，严禁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开展分层作业的研究与实践，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控制作业总

量，增加适合个体的作业供给，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施

义务教育学生课后服务民心工程，实现小学初中学校全覆盖、

公办民办全覆盖，学生愿留尽留全覆盖、工作日全覆盖。开展

作业辅导以及德育、文化艺术、体育、科技、劳动等各类素质

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校外优质资源开展课后服务，加大资源整

合力度，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推动课后服务走向课后育人。 

3.持续推进全员导师制工作。全区中小学校 100%形成“一

校一案”，实现全员导师制工作全覆盖，做到学生“人人有导师”，

常态化开展与结对学生的谈心谈话，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业困难、

生活适应、心理状态等情况，做好有针对性的学业辅导和心理

关怀，引导学生合理规划自我发展、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4.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活动季。坚持育德育心相统一，以“润

泽心灵”为主题，于 3-5 月集中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

动。抓实课堂教育主渠道，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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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大课堂，在活动体验中发挥同辈成长互助作用，加强

生命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挫折教育等。科学分析心理

测评和排摸数据，对特定学生建立“一生一档”，实施“一生一

策”。开展针对中考、高考学生的一系列心理健康指导服务活动，

促进考生调适心理状态，减压助考。 

5.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指导各中小学规范建设家长学校，

有课时、有课程、有师资、有实效，尤其围绕“手机管理和习

惯培养”“如何监督孩子完成作业”等容易引发亲子冲突的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指导家长理性设置对孩子

的期望值，强化对家长的情绪调控、亲子沟通等方面的指导。

指导家长做好家庭监护，在学生出现严重心理危机时，指导家

长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在“上海普陀教育”微信公众号开辟

“润心学堂”家庭教育指导专栏，每周发布家庭教育原创微信，

引导家长形成科学的育儿观、建立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截至

2023 年 5 月，累计阅读量近 5 万人次。 

6.强化内外资源的联动。用好区民政（未保委）的心理健康

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的社会公益组织资源，针对个性化问题开展

辅导与帮扶。用好法治副校长的资源，在家庭教育指导、学生法

治教育、心理辅导、家长监护责任缺失的法治训诫等方面发挥作

用。区心理中心切实做好医教融合项目，落实医生志愿者月坐诊

制度，会同区卫健委开展“健心引行 筑梦杨帆”为主题的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通过“心理健康进校园”科普讲座、

“疫”起小确幸故事征集、Q 版心博士品牌形象征集等活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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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理健康知识，进一步推动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在心理健康预

防及危机干预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下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断

完善区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建设，为青少年提供优质心理

健康服务。 

一是将心理工作纳入学校考核，切实落实学校主体责任。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达标校复验，注重已有达标校的后续发展，

保障各达标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指导学校对

照教育部、市教委等文件要求开展自查，对在心理教师队伍建

设、课程开设、硬件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形成整改方案，对

在家长学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增强家长学校课程和家庭

教育指导活动的吸引力和教育力，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课后服务

安排、规范有序落实教育教学管理等相关要求。 

二是强化分层分类教师专业培训。探索与华东师范大学等

高校的合作共建，利用高校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优势，推动

区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培训、课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心理健

康服务能力和水平。除专职心理教师的专题培训外，班主任要

完成《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与干预》系列必修课培训且每年参

加不低于 10 学时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其他教师每年至少

参加 1 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重点提升教师情绪识别与疏

导、谈心谈话和家庭教育指导等能力。 

三是强化医教、社教等协同共育。促进医教协同深度融合，

畅通心理危机和精神障碍学生医疗转介通道，深入分析学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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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素养调查数据，聚焦突出心理问题开展心理健康大讲堂

培训及宣传，组织心理健康校园行活动等。推动共青团、妇联

及社会公益组织等参与关心关爱未成年学生工作。落实防范中

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工作，探索建立由担任法治副校长、校外

治安辅导员的检察官、民警实施训诫的制度。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普陀区教育局 

                                 2023 年 5 月 19 日 
 

 

 

联系人：袁慧                           联系电话：52564588*7675 

联系地址：大渡河路 1668 号 2号楼 16 楼          邮政编码：200333 

 

 

 

 

 

 

 

 

 

 

 

 

 

抄送：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普陀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