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助家庭教育，亲子路上共成长

“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孩子

吃得好、不生病，就是健康的。实

际上，健康的概念并非简单地指

躯体没病，还包括心理健康……”

今年年初，湖州市教育局联合市

妇联、关工委给家长写了一封名

为“让孩子远离心理疾病”的公

开信。

家庭教育是关系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重要一环，一项名为

“南太湖家长提升计划”的行动

因此在湖州悄然启动。在婚姻

登记、孕前检查、孩子入学考试

等重要节点，当地市民都会收到

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书信传情，

善意地提醒大家营造出重视家

教的良好氛围。

去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春季学期复学姗姗来迟。当地

公益平台“湖州37度心理”负责

人、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

研员费为群调查后发现，前来求

助的初中学生家长多了，家庭明

显成为心理危机事件集中爆发的

场所。“疫情成了事实上的‘催化

剂’，将平时潜藏在亲子关系中的

问题都摆上了台面。”费为群认

为。在多方推动下，今年3月，全

省第一套覆盖幼儿园到高中阶段

的系列家长辅导用书《家庭教育

指导手册》在湖州出炉，手册由来

自湖州各校的心理教师和班主任

共同编写完成。

担任主编的费为群介绍，手

册以助人自助为原则，收录的都

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相对普遍的

问题，方便家长对照使用，接下来

还打算推出音频版，以便更好地

普及推广。记者翻看其中的“初

中·家长版”，发现书中谈及了如

何引导孩子制定初中阶段的目

标、如何引导孩子理性追星、如何

对待青春期孩子的逆反心理等不

少让家长棘手的话题，内容从具

体情景导入，不仅介绍了相关心

理学概念，也阐明了应对策略，并

鼓励家长通过亲子活动增进彼此

了解。

成立于2018年的“湖州37度

心理”公益平台汇聚了当地学校

的专兼职心理教师、精神科医生、

高校心理系教授等力量。他们除

了提供假期的公益咨询，还在家

庭教育方面积极发挥桥梁作用。

“如果父母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提供丰盛的心理养分，就会培

育出一个独立的、有安全感和价

值感的孩子。但现实是，很多孩

子的心理养分不足。”费为群说。

为促进科学家教观念的传播，志

愿者们在湖州当地的书店、科技

馆举办了多场家庭教育辅导公益

讲座，还通过录制心理微课、制作

亲子游戏视频，让心理知识变得

喜闻乐见。“受益于大家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重视，我们的工作得

到了不少支持与肯定，也越做越

有干劲。”费为群表示。

散布在各处的家长学校也是

推广科学家教理念的阵地。湖州

十二中会根据不同阶段亲子教育

的普遍问题，开设家长讲座。“初

一侧重学生初中生活的适应，初

二关注青春期的沟通，初三会指

导家长理性看待成绩。我们还会

根据共性问题举办小型家长会

（团体辅导）。”陈红英介绍。在安

吉县，家长学校的学分制日益成

熟。当地家长也需要同子女一

样，通过参加线上线下家教相关

活动来获取学分。据了解，接下

来湖州将在全市家长学校全覆盖

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线上家长学

校的授课模式，推广“数字家长学

校积分制”。目前，全市已建成数

字家长学校98个，上传各类学习

课程近500节。

在湖州，有两条电话热线家

喻户晓，一条是公安防诈热线，另

一条就是“2251885”青少年心理

援助热线。援助热线的相关标

识，在学校的宣传廊、教室、街头

的公交站台等地处处可见。

在湖州市教育局德育与

体育艺术处处长刘莉看

来，这样一方面可以消

除大众对心理困扰

的“病耻感”，营造

“正视心理问题，

大胆请求援助”

的氛围，另一方

面也能让大家清

楚，遇到这样的问

题，可以去哪里寻

求帮助。“现在不只是

青少年，家长碰到亲子

交流中的瓶颈时，也会拨打

我们的热线。”热线中心及线下咨

询中心负责人王澜告诉记者。

每当援助热线碰到紧急事

件，湖州市社会（青少年）心理健

康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湖

州市委副秘书长陆卫良的手机上

就会跳出一条说明情况的短信。

与此同时，信息提示声也会在其

他值班领导、110、社区及心理专

家等处响起。情况紧急，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旋即展开。这套信息

沟通机制被称为“一键智达”。拿

起电话、完成倾听并非终点，提供

及时必要的帮助更为重要。“这中

间个人相关信息数据经过多次加

密，确保信息只被有必要知情的

环节获悉。”陆卫良介绍。

“在热线中心接听的9000多

个来电中，一些人通过一次或数

次电话咨询就解开了心结，还有

一些通过电话咨询没能解决的，

我们将继续提供线下的公益心理

咨询渠道。”王澜表示。今年7月

1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225

城市书吧”启用，由湖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作为志愿者

轮流值班，到目前已帮助过近

300位求助者。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涉及

多个部门的职责，之前各自为政，

留下空白地带。现在，由市委市

政府牵头，我们把散落的资源整

合到一起，聚成合力。”陆卫良告

诉记者。以青少年心理援助为

例，倘若求助者的困境与家庭经

济状况相关，民政部门、教育部

门、群团组织等也会及时介入，提

供援助或慰问。

今年 11 月，护航心理健康

数字化应用在“浙里办”App上

线。相关心理咨询、心理测评等

服务有了更加便捷有效的预约

途径。

齐心培育关爱土壤，援助热线“一帮到底”

用一座城的力量，为孩子们筑起心灵港湾
——湖州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动侧记

□本报记者 汪 恒 江 晨

□金淦英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

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的根本所系，也是实现国

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源头性、基础性

工作。近年来，湖州市教育局着眼

长远、抓实当前，将心理健康教育

作为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工作

实施，形成了社会、家庭、学校共同

关心、关注、关切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模式。

建立完备的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湖州形成了以部门联动和市、

县、校层级布局的纵横组织网络，

在政策供给、主阵地建设、专业人

员配备、服务平台等方面为心理健

康教育打下扎实基础。将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市委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重点任务，成立湖州市社

会（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领

导小组，在全省率先启动青少年心

理健康护航行动，开通“2251885”

心理援助热线。市、县同步将护航

行动纳入 2021 年度民生实事项

目。各中小学校将此项工作纳入

学校重点项目，把心理课写入课

表、纳入学校年度考核体系，全市

心理健康教育课开课率达 100%。

所有学校心理咨询室（站）均达到

省级标准化建设标准，全市现有省

心理健康教育示范点53所、全国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2所，

吴兴区创建成为全国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示范区。建立了一支以

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为骨干，班主

任和校级领导干部为主体，全体教

师共同参与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师资队伍，全市85%以上的教师具

有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C

证及以上资格。搭建好校外服务

平台，建立了首家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公益平台“湖州 37 度心

理”，仅 2021 年就接待面询 195 人

次，处理高危个案29例。

秉持积极的心理健康工作理

念。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具有普及

性、调适性、预防性和干预性功能，

面向全体学生，通过心理健康教育

充分开发潜能，培养积极乐观、健

康向上的心理品质，从而提升学生

心理素质，促进他们全面而有个性

地发展。湖州倡导“积极教育”理

念，全力构建体育强身、美育怡情、

劳动淬炼的培育工程，确保小学生

每天1节户外活动课和中学生每日晨跑1000米以

上。同时积极构建“一校一品一特色”，通过心理

健康教育引领学校教育和谐发展，如将心理课与

学校园艺文化相结合，开设园艺心理课程；将心理

活动与青少年红十字应急救护相结合，形成生命

教育课程体系等。实施“成长导师制”，鼓励心理

教师参加班主任例会和学科教师公开课评课等，

打造全学科心育体系，让心育为引，树立正确的人

才观和质量观。

突出危机干预的心理健康工作重点。湖州市

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实施意见》，全面规范心理危机干预操作体

系。坚持关口前移、防范在前，筑牢教育培训、监

测预警、帮扶助困、干预调适、治疗跟踪“五道防

线”。全面宣传“2251885”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

做到师生、家长100%知晓。每年4月和9月，开展

全员心理筛查工作，实现“一人一档”。主动对接

卫健部门，开通学生转介绿色通道，发放咨询联系

单，实现首次就医免挂号。对高危学生做到“一个

对象一个专班一支队伍”，汇集精神科骨干医生、

心理咨询师、公益律师、“五老”等专家，成立跨部

门、跨行业的“1+6”关爱帮扶小组，精准落实心理

帮扶，目前已成功帮扶534名高危学生。

形成家校共育的心理健康教育合力。心理健

康教育只靠学校做工作，还远远不够，要携手家

庭，以爱筑人。“双减”背景下，湖州市教育局持续

实施“南太湖家长提升计划”，在全省首发贯穿15

学年的《家庭教育指导手册》17.8万册。在实现全

市家长学校全覆盖的基础上，探索了线上家长学

校授课模式，推广“数字家长学校积分制”。仅今

年10月以来，全市各中小学校就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开展“亲子沟通”主题的家长会632次，举办家

长学校311次，开设家长课堂428节，有近30万名

家长参与活动。市教育局还和财政局、文明办、科

技局和妇联等部门通力合作，充分利用社会平台

的空间和优质资源，形成减负共识。如在市科技

馆开展《遇见更好的你》家庭教育专场讲座近 10

场；长兴县录制亲子沟通技巧视频，推送给全县家

长；德清县以《德清嫂》节目为载体开展亲子家长

讲堂12期等。

（作者系湖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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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上墅小学学
生在“2251885”热线展板
前合影。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开展“破解你
的情绪密码”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湖 州 市 东
风小学教育集团
的心理咨询室全
面开放，教师在聆
听与解答学生的
烦恼。

夜色已深，位于湖州市区的城图广场，总有几间

屋子向外透出温暖的白光。这里是“24小时不打烊”

的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中心。接线志愿者吴佳元曾

3次把走到绝路边缘的求助者“拉”了回来：他一边了

解情况，安抚着电话那头，一边上报信息。很快，警

方和专业人士赶到现场，避免了求助者的“一时冲

动”。根据症结，还会有专人与对方的家属、所在学

校取得联系。后续的回访也将及时跟进。

吴佳元所在的热线中心有一个好记的号码：

2251885（谐音“爱爱我要帮帮我”）。在他和150余名

接线志愿者同仁身后，还有众多卫健、教育、公安、民

政等部门工作人员的配合。微光点点，聚成火把。特

别是去年11月湖州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动启动

以来，全市上下一盘棋，加快了治理体系现代化步伐，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筑起一方遮风挡雨、情意暖暖的

心灵港湾——

校内全员心育，
“成长的烦恼”有人懂

“老师，能跟您聊一会儿吗？”今年十一假期前夕，

湖州市第十二中学专职心理教师魏佳斌在校园里被

一名女生拉住了。魏佳斌仔细一问，才知道这名学生

的烦恼是“害怕回家”：平时住校，不经常回家。母亲

一见到她，总是把“考了多少分，是第几名”挂在口边，

让她产生抵触心理。多方了解后，魏佳斌认为学生的

母亲沟通方式不当，便联系到她，建议可以改进平时

的聊天方式，用“放假回来，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等

轻松的话题打开局面，并全面看待孩子的成长。

“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亲子关系、同伴交

往、学业问题是造成心理困扰的主要来源。”魏佳斌

说。让她倍感欣慰的是，学生们都对心理教师有充

分的信任感，也不羞于倾诉“成长的烦恼”。在湖州

十二中这所有着百余年校史的初中，校方把最有底

蕴的一幢“红楼”的一层用来布置了几间清新雅致的

心理咨询室“心语小屋”，以及宣泄室和心理书吧。

“都设在一楼，方便学生过来，而且离教学楼有一定

距离，也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学校以团体辅导的

形式坚持给3个年级都开设心理课，每周一节。”校长

陈红英告诉记者。

专职心理教师潘扬目前也是一名班主任。虽然

不教授中考科目，但在学生和家长中间，她的受欢迎

程度丝毫没有减弱。“我会运用积极心理学的知识，给

学生们创造好的心理氛围，强化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也能提前发现问题苗头，将干预前置。”潘扬说。在她

看来，心理课程中关于创新思维、发散思维等学习专

题的内容，也对学生增进身心健康和提高学习状态有

促进作用。湖州十二中还成立了心理教研组，专职心

理教师也会参加班主任例会，将心理健康的理念渗透

到学科教育和日常教学管理当中。

在湖州的中小学校园里，“懂心理”的教师越来越

多。目前全市已有85%以上的教师具有浙江省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C证及以上资格，他们与专职心理教

师一道，壮大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同筑全

员心育、全学科心育体系。吴兴高级中学教师孟娇3

年前走上班主任岗位后发现，要更好地与学生接触，

掌握心理学知识和专业技术必不可少。大学期间就

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她，抱着在实践中继续学习

的心态，成了学校的一名兼职心理教师。经历过一次

次心理辅导的实战，再回过头看班主任工作，她发现

自己处理相关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了，“一下子就清

楚学生的症结在哪儿”。

青春的颜色五彩斑斓，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也有丰

富的切入点。在浙江信息工程学校的校园里，玻璃

房、小道和各类植物相映成趣的园艺心理体验花园

是学生最爱停留小憩的场所。校方将园艺康养引

入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在亲近自然、照护植物、身

心放松中收获积极的心理体验。学生庞宇樱曾在

这里认养过一盆多肉，觉得自己的心情也会随着植

物的茁壮生长而明亮起来，“种了一年多，希望植物

努力熬过冬天，越长越好”。“引入园艺心理相关的

课程和活动后，我们调查发现，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有明显提升。”学校专职心理教师管惠瑜说。在吴

兴高级中学，校方将“探索人道法”“红十字救护培

训”列为校本课程，并规划出专用教室。“我们把心

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相融合。学生对生命的价值

有了更深的理解后，就不容易出现

悲观情绪。”吴兴高级中学副

校长莫幸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