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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王 彬 华乐源

心理筛查作为落实心理危机干预中的重要一

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吃力不讨好”

的现象经常发生。近日，上海市长宁区多所中小

学的心理筛查因为问卷充斥着诸多与自杀相关的

题目，且学生填写问卷前后未经家长知情同意，引

发家长的强烈不满与争议。这一风波告诉我们，

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筛查时，需要对心理测验本

身有正确的认识，按照标准程序和测验目的进行

测试。

首先，确认测量工具的适用人群。每个量表

都有其适用人群，进行心理筛查之前要明确该量

表的适用人群，如年龄范围、文化水平及其他可能

影响测验的关键特征，这样才能在心理筛查时有

的放矢。此次引发争议的心理测验问卷在编制时

引用了Beck自杀意念量表，该量表多用于评估成

年患者的“自杀风险”，这显然不适合用于对中小

学生的大规模筛查。

还要注意，任何量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

背景的影响。很多心理健康量表如 SDS、SCL-

90，虽然在国外广泛使用且具有很高的信效度，但

是由于文化差异，其并不一定是最适合我国中小

学生的心理筛查工具。因此，可以选择由我国心

理学工作者编制的、更加适合我国中小学生的本

土化的量表作为心理筛查工具。

其次，心理筛查实施过程要标准化，包括问卷

的发放和回收、指导语、时间限制、场景和环境都

要有统一规定。实施过程的标准化原本是心理筛

查的优点，但如今，有些筛查变得随意起来。比如

本次引起争议的问卷调查就是通过网络平台让学

生线上作答的，而线上作答会存在不清楚学生是

否认真完成、是否理解题目含义等多种问题。因

此，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筛查时，最好采取线下作

答的形式，并至少有一名教师在现场进行管理。

这样一来可以监督学生认真完成、解答学生疑惑，

二来可以收集学生对题目提出的疑问，有助于施

测者了解问卷中存在的问题，在后期分析数据时

做到心中有数。

再次，谨慎结合其他测验结果及测验以外的

信息做解释。心理测验的结果仅仅只是一个分

数，并不能反映学生心理某方面的过程或质的特

点，也难以解释结果产生的原因。所以施测者不

能只靠测验来收集筛查信息，还要结合对学生日

常生活和行为的观察、与学生一对一的访谈，以及

与家长的沟通等，才能进一步确认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

筛查时，应充分重视对学生的隐私保护。有些学

生在填写问卷时，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有不同寻

常的想法和感觉，也不愿意如实填写，甚至把自己

伪装得非常健康。背后的原因在于不清楚学校进

行心理筛查的目的，害怕被学校和教师“点名批

评”或“重点照顾”。因此，在筛查之前要向学生和

家长说明进行心理筛查的目的和意义，以及筛查

结果将如何保存、会以何种形式告知家长，并承诺

会严格保护学生的隐私，让学生和家长心里有

底。要牢记，任何测验都是以提升受测者的福祉

为最终目的，不得对受测者造成伤害。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应用心理技能实验实
训中心心理测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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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倩

前不久，教育部对全国政协

《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

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答复，其

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

健康体检内容。更早之前，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

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

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

出率为24.6%，检出率随着年级

的升高而升高。以上种种均引

发了社会对少年儿童心理健康

状况的关注。

当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真的高发吗？面对学生的心

理问题，学校又该如何作为？为

此，记者采访了省内的心理健康

教育专家和中小学教师，欲从中

寻找答案。

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不必成“惊弓之鸟”

在校学生的实际心理状况

究竟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不少

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他们普

遍表示，每天会有一两名学生前

来咨询，问题集中在校园、家庭

中的人际关系矛盾，以及学业压

力，“大部分学生是情绪不佳，释

放了就好了，真正有严重心理问

题的学生很少”。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

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

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

心执行主任王奕權看来，人们不

用被上述数据“吓”成惊弓之鸟，

因为“24.6%”包含所有有抑郁情

绪的情况，并且该数据是采用自

评量表检测得出的，与临床医学

上的专业抑郁症检测不同。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有一种

近年来少年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高发的印象呢？王奕權解释道，

过去人们只关注“治疗”，只有当

心理疾病真正发生后才会被注

意到，而现在人们开始重视“早

发现”，家长也能接受“孩子有情

绪问题找心理医生咨询”的观

念，所以去医院问诊的人变多

了。以他所在的心理健康诊疗

中心为例，1名医生在半天门诊

时间里会接待30~45名18岁以

下少年儿童，其中一半以上是

“首发治疗”，“是学校、教师建议

家长带孩子来就诊，或是家长自

己觉得有必要来看一看的”，而

这其中，最终会被确诊为心理或

精神方面疾病需要干扰治疗的，

不到一半。

“早发现”，是王奕權反复提

及的。他认为，将心理健康筛查

的端口前移到学校，强化心理健

康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少年儿童

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效率。

创新课堂内容，
站好心理健康教育第一岗
“对学校来说，心理健康教

育的第一位永远是课堂。”绍兴

市心理健康教研员徐伟英说。

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了《生命安

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

材指南》。该指南坚持“生命至

上、健康第一”理念，覆盖生理、

心理和社会适应领域，对中小学

课程教材在提高心理社会能力

等方面的育人功能显著提升。

徐伟英指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育，除了利用心理教材授课，更

多时候，需要心理教师积极创

新，根据校情、学情来调整课堂

内容。

“虽然封校了，还要连夜做

核酸检测，可是大家看，这些哥

哥姐姐一边排队，一边淡定看

书，秩序井然。”11月26日，绍兴

市文澜中学心理教师朱瑾在心

理健康课上播放了浙大学子排

队做核酸检测的视频。“当生活

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不能慌

乱，这时候格外需要自我管理。”

借由视频，朱瑾给学生讲起了疫

情之下如何调节心理，做好时间

管理。

“学生们刚刚经历了期中考

试，这堂课原本想讲的是如何面

对不理想的成绩。疫情突发，我

就压缩了考后情绪调节的内容，

结合时事，加入了疫情下的自我

管理内容。”朱瑾介绍，学校初一

年级每周有一节心理健康课，初

二、初三年级则是隔周一节，课

程内容涵盖人际关系处理、自我

情绪调节、学习品质提升、生涯

规划、生命教育等学生学习生活

的方方面面，“虽然每学期会有

总的课程计划，但我们还是会根

据学生实际情况和时事热点灵

活机动地调整内容”。

在嵊州市三江小学，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周月平则组建了

一支心理健康教育9人教研团

队。除了日常面向学生进行个

人辅导、团队辅导，该团队还从

跳山羊等传统游戏中汲取灵感，

开发了“情绪游戏绘本”校本课

程，每周三下午开课。班主任如

果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发现有学

生情绪不佳且低落或愤怒的情

绪无法得到改善、压力无法释

放，就会推荐该学生去上这堂情

绪游戏绘本课。“小学生常有的

是委屈、愤怒等坏情绪，而不是

心理问题。回想自己小时候，也

会有这些情绪，但常常在简单的

游戏中玩着玩着就忘记了。”周

月平说，开发“情绪游戏绘本”校

本课程是想让学生在玩耍中释

放情绪。

触及现实问题，
助推学生自我教育

课堂之外，大多数学校还会

组织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活动。

除了主题黑板报评比、心理健康

周（月）等常见的活动，近些年，

不少学校开始鼓励学生排练心

理剧。

父母的期望与自己的想法

有矛盾怎么办？遇到挫折，你有

勇气正视它、克服它吗？你了解

校园欺凌，你知道欺凌者为什么

要欺凌别人吗？……这些不是

哪一位心理咨询师的咨询记录，

而是今年5月杭州学军中学紫金

港校区举办的校园心理情景剧

大赛上的参赛剧目主题。

从2018年开始，学军中学紫

金港校区每年都举办心理剧大

赛。学生自编自导，聚焦学习生

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困惑，将

微妙的心理活动搬上舞台。“从

剧本创作、排练到最后上舞台，

前后需要近80天。这段时间里，

学生们将真实的生活感受代入

排演过程，不仅呈现了问题，还

解决了问题。”学校心理教师汤

李婕说，“因为排练、演出是需要

群策群力的，听到自己的老师、

同学对剧情的意见和建议，学生

能从中找到解答。而从别人的

演出中反观自身，也能让学生找

到解开困惑的良方。”参与演出

的学生蒋涵依就表示，在筹备比

赛的过程中，“不仅挖掘了同学

们的内心世界，自己也找到了打

开心扉的钥匙”。

心理学专家、浙江省心理健

康教育特级教师钟志农认为，心

理剧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很好

的载体：“剧目涉及中学生所面

对的现实问题，以及在这中间显

露出来的心理问题。在剧情的

推演之下，演员们通过自我体

验、自我感悟、自我辩驳、自我成

长，达到了自我教育的目的。”

全员参与心育，
强调心理“互助”功能

“除了抓住课堂、加强宣传，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需

要‘全员心育’。”徐伟英指出，特

别是在高中阶段，可以积极发挥

班级心理委员的作用。

“月初期中考试时，不少同学

对发挥较差的科目产生焦虑担

忧，也因此对后续考试科目表现

出了不自信。成绩下发后，同学

中有对取得满意成绩或较大进步

的欣喜，也有对成绩不满意而失

去信心甚至因此对学习产生消极

抵触心理的。”11月28日，绍兴市

越州中学109班心理委员徐鑫达

上交了本学期第3次班级学生心

理状态月报表。记录显示，期中

考试对学生心理情绪影响较大，

而徐鑫达对此提供的心理服务是

“帮助同学反思考试中所发现的

问题，使其摆脱挫折带来的情绪

低谷，回到正常学习状态”。

在越州中学，每个班级有一

男一女两名心理委员，由学生自

荐后再经班主任评选产生，评选

标准为：成绩达到班级中等水

平，性格友善，乐于助人，热心参

与班级事务。心理委员需要每

两周上一次培训课，内容涵盖心

理健康知识、心理问题的表现和

识别方法、谈话技巧等。在学校

心理教师俞婷看来，除了填报心

理状态月报表，协助自己了解各

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委

员最大的作用是“互助”：“有些

心事学生不愿意对家长、教师

说，愿意告诉同学，那么就找心

理委员聊一聊；有些时候学生想

找心理教师倾诉又不敢来，心理

委员就会鼓励他们，甚至陪他们

过来，自己再回去。”

“全员心育”还要求除了心理

教师外的所有教职工，甚至是宿

舍管理人员都具备心理知识。

“这样，对住校生来说，课上有任

课教师关注，回到宿舍，有宿管

阿姨接棒。”徐伟英说。在绍兴市

的中小学校里，90%的教师都通

过了心理健康培训，取得了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C级资格

证，每所学校至少有一位校级领

导持有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B级资格证。徐伟英强调，校级

领导持证尤为重要，只有学校的

管理人员了解心理健康知识、重

视心理健康教育，学校才能更好

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全员心育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