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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康 志

身心健康是一个人全面发
展、人生幸福的基础。重视学
生健康教育，注重心理问题的
预防、疏导和化解，始终守护好
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人
民群众关切、全社会关注的重
大课题。只有扎实促进学生的
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才
能健全人格，发展心智，为国家
培养和储备优秀人才。

近年来，各级教育部门和
学校开展大量扎实工作，向着
进一步全方位高质量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奋力前行。笔者认
为，可以通过“四行动四机制”
（即队伍建设、“五育”润心、知
心交心、关爱暖心行动和防范
预警、协同共育、投入保障、考
评问责机制），强化心理健康教
育，促进广大学生阳光、健康、
快乐地成长。

实 施 队 伍 建 设 行 动 。校
长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第一责任人，同时配备1名心
理健康工作副校长，组建以思
政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班主任为主的学校心理健康
工作专班，形成校长直接抓、
分管校长具体抓、工作专班深
入抓、所有教师全员抓的工作
格局。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
校本教研，作为教师继续教育
的重要内容，每周通过教研沙
龙、心理健康论坛交流心理健

康教育心得。在职称评审、岗
位晋级、评优树模等方面倾
斜，以及以奖代补激励班主任
和学科教师学习心理健康教
育知识，获得心理健康资格
证。选派优秀年轻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外出参加专业培训，
提升专业素养，夯实心理健康
教育理论基础。

开展“五育”润心行动。上
好思政、心理健康、生命安全、
体音美、劳动教育等课程，让学
生珍爱生命、学会生存、热爱生
活。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开展朝读国学经典活动、传统
美德教育等，每天晨读半小时、
每周一节专题课、每月一个主
题研讨，组织学生走访红色基
地、学习红色榜样、开展红色研
学等，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双
减”改革，学校可以组建篮球
队、足球队、合唱团、兴趣小组
等，让学生人人生活在社团中，
每天组织开展体育、绘画、音
乐、书法、小制作等活动，每周
开展“运动大课间、才艺大展
示、师生大阅读”活动，每学期
举行运动会、篮球比赛、乒乓球
比赛、艺术节等，让学生动起
来、唱起来、笑起来。常态化开
展“同学共读书、师生共读书、
亲子共读书”活动，每年评选书
香校园、书香班级、书香家庭，
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氛围。组织各班用好劳动

实践基地，实行“班田制”，让学
生体会劳动乐趣。以班级为单
位，每学期组织开展做饭、洗
衣、叠被等生活技能比赛，让学
生积极参加劳动，体会父母不
易、感恩父母付出。

开 展 知 心 交 心 行 动 。常
态化开展“双走进”活动，让师
生共同成长。探索建立一生
一名知心教师帮扶机制，让老
师走进学生心中，以班级为单
位，通过调查问卷、交心谈心
等方式，把每一位学生最喜欢
的老师、最喜欢的同学、最爱
好的事情找出来，把最喜欢的
老师聘为学生的“知心教师”，
跟进心理疏导、学业辅导、情
感关怀、安全监护等，把最喜
欢的同学聘为学生的“知心朋
友”，建立互帮互学共同进步
小组，开展情感互诉、困难互
帮、学习互助，有异常情况及
时报告老师或家长。每个月
组织开展一次课外访万家活
动，让教师走进学生家中，全
面掌握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
学生、生活、情感等情况。进
一步用好“心语箱”，常态化开
展“我想对你说”（对学校说、
对家庭说、对社会说）系列活
动，及时发现并纾解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

开展关爱暖心行动。对单
亲、留守、学困、体弱、心理疾患
等困境学生，建立“爱心爸爸妈
妈”帮扶制度，“点对点”跟进情

感关怀。建立困境学生日常关
爱机制，定期组织困境学生给
父母打一次亲情电话、给亲朋
好友写一封书信、分享一次内
心感言、过一次集体生日、开展
一次同学互助交流、一次团队
活动、一次励志教育、一次感恩
教育等，把对困境学生的关心
关爱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困境
学生时刻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
温暖，在浓浓暖意的包裹下健
康快乐成长。

健全防范预警机制。每学
期，学校可以开展一次学生心
理健康筛查，综合筛查结果和

“我想对你说”系列活动结果，
逐一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逐一
分析研判，及时识别心理风险，
第一时间进行干预、疏导、关
爱、帮扶。健全“学校—年级—
班级—朋辈”四级预警网络，依
托学校党支部、年级组、班主
任、任课教师、学生互帮互学共
同进步小组，密切关注学生的
思想动态与学习状况，对学生
出现的异常情况，由班主任和
任课教师及时与家长沟通，共
同加强心理疏导，第一时间将
疏导情况反馈给校长，由校长
负责组织班主任、心理健康教
师等相关人员分析、研究、疏
导、跟进，引导和培养学生热爱
生活、珍视生命、自尊自信、理
性平和、乐观向上，确保学生身
心健康、阳光成长。

健 全 协 同 共 育 机 制 。建

立家校社沟通对接机制，学校
必须动态掌握学生家庭情况。
成立学生阳光成长中心，健全
心理辅导值班、预约、面谈、转
介、追踪和反馈等制度，满足
学生和家长咨询与求助需求；
深化家长学校建设，与专业机
构加强合作，通过“线上培训+
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让
广大家长掌握科学的心理健
康教育、家庭教育和育人知
识，以平等、尊重、理解、欣赏
的方式与孩子相处。学校定
期组织开展“家校面对面”“家
长大课堂”等活动，让家长走
进校园、走上讲台，分享温馨
的亲子故事、科学的育子经
验，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树
立科学的育子观、教育观、成
才观；引导家长抓好“三家”建
设，构建家庭和睦、亲人和谐、
长幼融洽的家庭关系，为孩子
身心健康、阳光成长奠定良好
的氛围。

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将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所需经费
纳入预算，优先安排全额保障，
进一步加强“心语室”、亲情视
频聊天室、爱心驿站、心理减压
室、乡村少年宫等建设，经常开
展活动，为学生释放压力、调适
心理、倾诉情感提供阵地。

健全考评问责机制。把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学校
常规管理检查评估指标体系，
纳入学校发展性评价、教育质
量评价，作为学校办学水平评
估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重要
内容，督促学校务必高度重视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好心理
健康教育课和生命安全课，让
学生珍爱生命。同时，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反复抓，抓反
复，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确
保学生阳光学习、健康成长。
校长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亲自抓、直接
抓，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肩、
履责于行。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
节孕穗期”，持续推进“四行动
四机制”，将能为更多青少年心
理健康“护航”，助力青少年阳
光成长。

用用““四行动四机制四行动四机制””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人民网记者 孙 竞

7月 10日，中国学生运动
能力等级标准研究成果推介会
在京举行。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于素梅牵头研制、
教育部组织申报的《足球课程
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等22

项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批准发布。这是我国首个
用于评价学生运动能力的国
家标准。

据介绍，这套标准包含 1
个基本运动能力和21个专项
运动能力，专项运动能力国家

标准项目由足球、乒乓球、羽
毛球、篮球、软式棒垒球、滑
板、健美操、滑雪、排球、滑冰、
排舞、田径、体操、游泳、五体
球、中国式摔跤、跳绳、轮滑、
武术、网球、蹦床组成。每项
标准都划分为六个等级且逐
级进阶提升。

记者注意到，根据各专项运
动特点，设立的评价指标有所不
同。如球类运动主要通过单个
技能、组合技能、比赛进行评价，
武术、健美操等主要通过单个动
作、成套动作进行评价等，还有
的如游泳、滑冰通过单个技能、
组合技能、竞速进行评价。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一级巡视员郝风林表示，
该套标准的发布填补了我国学
校体育教育教学标准化发展的
空白。强化体育标准化建设将
对深化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促
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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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扶绥：
暑假乐享快乐运动

7月 11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

左市扶绥县城南广场，小学生们在练

习速度轮滑。暑假期间，扶绥县不少

中小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选修轮

滑、游泳和球类等体育运动项目，快

乐运动，乐享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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