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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方世南  储  萃 

心理健康是素质教育的根本，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基础。

尤其是近年来，新冠疫情的爆发、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新媒体

社交、学业压力逐年骤增等更加剧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

形成，造成抑郁、自杀等问题节节攀升。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市

广济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统计数据显示，自 2017 年 3 月开

设咨询门诊以来，5 年门诊人数增长约 3 倍，住院人次增长近 2

倍。建议要坚持系统性思维，突出“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理念，强化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互动，全方位、全过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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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与，系统性构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一、系统性构建青少年心理健康多方联动服务机制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需要医疗、

教育和管理体系等多方联合行动，组合拳出击。 

1．健全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议由政

府分管领导作为召集人，由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市中级法

院、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

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等

部门分管领导作为成员，明确责任分工，定期开展研究会商，评

估我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状况，分析研判极端事件，部署工作

安排，解决发现难、转介难、咨询需求与专业资源不匹配等实际

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加强部门间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建立高效

的信息流转及反馈机制，统筹推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2．不断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工

作机制。建议尽快织密“线上+线下”“政府+社会”这一纵横联

动的全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网络。从“班级、学校、区域”

三个层面织牢中小学生三级心理健康防护网，为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保驾护航。建议教育部门结合当前学生健康体检，采取“线

上+线下”问卷调查、心理测试等方法，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测

评，建立“一人一档”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

生给予重点关注。建议卫健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建立健全家庭、

学校、专科医疗机构相合作的预防干预模式，切实做到儿童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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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心理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二、系统性构建青少年“大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格局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离不开良好环境的熏陶和引导，需要凝

聚学校、家庭、社区、媒体、医疗机构合力，形成“五位一体”

的“大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格局。 

1．在学校开设“学生（家长、班主任）心理课堂”。充分发

挥学校家庭协同育人作用，邀请专业医疗机构进校园，针对不同

年级、不同人群加强心理健康宣传，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学

生和家长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助力全社会进一步树立“身心同健

康”理念。同时，加强对学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工作给予指导，

帮助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焦虑等常见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支

持。帮助提升学校尤其是班主任心理健康识别能力，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尽早识别班级里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及时转介

专职心理老师和专科医疗机构。 

2．开设“社区家长学校”。研究发现，很多儿童青少年心理

问题其根源来自于错误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和谐的家庭环境无疑

是孩子身心健康最温暖、最直接的防线，父母应该不断学习和补

充心理知识和技能，做孩子情感和心理上最坚强的依靠。为此，

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参与，开设“社区家长学校”，

建立系统化专业化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组织心理学、法学、教育

学、儿童医院等领域专家，组成专家团队进驻社区，开设相关课

程，帮助家长成长，更新家长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教育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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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3．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和创新宣传模式。在现有宣传阵地基础

上，充分调动群团组织、社会资源，利用直播平台、公众号、微

博等自媒体，多元化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打造苏

州专业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直播顶流。 

三、系统性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据统计，苏州现有心理健康服务骨干工作者 850 人，高级专

业人才 137 人，市级督导专家 22 人，其中专职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1122 人，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仅 418 人，存在严重的供需失

衡状况。调研发现，2021 年仅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广济医院）

儿童青少年专科一家的门诊量就达到 37000 多人次，现有的专业

人才队伍仅能保障院内诊疗工作，难以将工作阵地延伸至院外。

我市社会心理服务基础工作者有 1.3 万人，但专业技能和素养水

平参差不齐，难以保证心理健康服务质量。 

1．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队

伍培养激励机制，制定专项人才培养计划，从高校招聘引进一批

心理学专业人士，建立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才信息库。鼓励青少

年从业人员参加青少年心理健康继续教育学习，考取心理咨询师

等相关证书，有效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人员专业技能和素养

水平。同时，进一步下沉心理健康专家至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或三级社会心理服务平台），为广大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就

近心理咨询、干预疏导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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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学校心理教师配备及在职培训，稳定心理教师队伍，

力争做到“一校一专职”。建议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专业教育范

畴，规范专职心理健康教师的职责，制定合理的坐班/值班制度，

保障师生在需要心理咨询时，能得到帮助。对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做出指导性规定，保障其专业知识水平不断

提高。 

3．甄选适合青少年的优质第三方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建立社

会心理服务机构资源库，供学校选用，为学生及家长提供专业化、

多元化心理健康服务。 

 

（作者方世南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吴智库

首席专家，苏州专家咨询团专家；储萃系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文

化教学中心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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