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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研究

王婧茹   张金秋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国·河北 承德 067000

摘 要：中小学阶段，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双重发展的关键阶段。随着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学生急需家

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积极的教育、引导支持和必要的帮助。论文在阐述家校社协同育人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

础上，分析了家校社协同育人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家校社协同育人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提升家校社协同意识，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率；拓展家校社协同领域，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

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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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age,	students	are	at	a	critical	stage	of	du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s	students	gradually	mature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they	urgently	need	positive	education,	guidance,	
support,	and	necessary	assistance	from	their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nd	proposes	a	path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family	schoo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pand	the	field	of	home	school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stablish	a	sound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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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小学时期是学生们行为、智力和心理的重要发展阶

段，不良的心理状态可能导致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或心理疾

病，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中小

学校园欺凌行为的产生与青少年的性格、需要、自我意识等

有关，因此积极采取事前预防，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能有

效地消除学生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障碍，培养学生的

意志品质，优化学生的知情意行素养，从而促进学生良好品

格和健康心理的形成。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肩负着培

养学生健康成长的责任，而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其中重要的一

环，需要家校社三方的协同合作。因此，论文探讨家校社协

同育人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路径和

机制。

2 家校社协同育人与心理健康教育

2.1 家校社协同
家校协同育人是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

共同参与和支持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在科教兴国的战略大背

景下，中小学生的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心理

健康教育成为重中之重。为推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需

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协同合作，共同建立一套完善的、

适应当下中小学生心理特点的全新的教育体系 [1]。

第一，在制度层面，为了构建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当

下中小学生的教育体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家校社协同

教育的重要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不论是学

校、家庭、政府以及社会都有办好教育的责任。

第二，家校社协同教育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通过与家庭、社会的合作，可以在丰富教育资源、提高

教育多样性的同时，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目前，中国已经

有一些省份开始试点家校社协同教育模式，在省级教育厅的

统一领导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第三，家校社协同教育应将学校教育设置为主体教育

模式。校方应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阶段性成果、近期行为表

现以及心理健康情况，第一时间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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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提供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家长应在参与过程中及时和

校方反映学生在家的相关情况。

2.2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旨在培养良好心理素质或者保持

心理健康的新型教育模式，而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是

在帮助中小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培养其

心理承受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的教育模式 [2]。尤其是

在学生的中学时期，处在该阶段的青少年正在经历自身的生

理以及心理层面都在显著变化的时期。一方面，学生正处在

最充满活力的阶段，同时又是内心极其脆弱的阶段；另一方

面，该时期的学生喜欢独立不受约束，又开始对异性产生浓

厚的兴趣。因此，为了阻止或减弱中学生产生一些诸如厌学、

叛逆、对抗等负面心态，就应及时地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教育，

进而避免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鉴于当下社会经济的飞速发

展、市场竞争加剧，给广大中学生产生心理压力的同时学生

家长也少有时间陪伴，青少年就会产生压力无处释放、心事

无人理解的思想，进而加重了其心理问题。因此，对中小学

生进行适当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其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3 家校社协同育人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要性

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

表示，教育是一个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家庭、学校、

社会都应共同参与。家校社之间的紧密合作，是完成教育闭

环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三方的有机合作，才能给中小学

生打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人

生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家校社协同育人下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家校社协同育人应建立完备合理的心理健康教

育计划，在符合学校方面整体的教学制度与教学进度的前提

下，尽量满足学生的实际情况及需求，有利于开展具有针对

性、个性化的教育活动，能够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率 [3]。

第二，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健

全沟通机制，以确保各方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进行有效

的沟通，有效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的信息交换效率，能够保

证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和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对提

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家校社协同育人下，丰富了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确保学校方面开设的心理健康课程系统化、全面化，对提升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家校社协同育

人模式下，学校和社会相关部门应为家长设立了相应的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方便家长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监督和帮

助引导学生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并帮助学生自身心理状况

评估，为增强学生心理调节能力奠定基础。

4 家校社协同育人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路径

4.1 提升家校社协同意识，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率
提升家校协同意识，有利于有效、有序协同推进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对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率及心理健

康教育元素在家校的渗透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现阶段，部分

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教师的职责，且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学

校通过开展相关课程和实践活动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部分学校更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发展，且部分教师

的学科教学时间紧张，未与家长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进

行深入沟通和交流，导致家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缺乏协同

意识，无法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率。为提升家校协同意识，

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学校是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应充分发

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

开家长会、组织家长线上会议、心理健康教育走访等形式，

与家庭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并向家长宣传家校协同教育理

念、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国家相关政策等，提升家校社协

同育人意识 [4]。同时，学校可以搭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

平台，推动教育资源向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转移，在提升

家校协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意识水平的基础上，为家长提供

充足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率。

第二，发挥家庭在家校协同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

的基础性作用。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导向，引导家长积极参加

家长会、家校沟通交流活动，使家长能够与教师主动沟通，

充分了解学生的身心状况，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为在家庭

中顺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奠定基础。同时，学校应通过召开

讲座、推送宣传资料等方式，提升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和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意识，使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在家庭环境

中有效落实。基于此，学校应引导家长掌握教育反馈方法，

使家长针对所遇到的问题，积极寻求教师及社会专业人士帮

助，并积极参与学校及校社联合举办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以充分了解学生在校的心理健康情况，使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更加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4.2 拓展家校社协同领域，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拓展家校社协同领域，可以建立紧密、稳定的家校社

合作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整合与利用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对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具有推进作用。但现阶段，家校社协

同育人的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与考试升学上，对于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关注较少。即便部分学校与家长、社会进行

紧密联系，推进了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但所实施的心理健康

教育内容局限于家长会、教育资源整合、心理健康教育实施

方法等，未建立共享资源平台、联合活动、跨界合作项目等，

使得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视角和实践路径较窄，无法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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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为拓展家校协同领域，提升心理健康教

育效果，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共建共享资源平台。家校社应共建共享资源平台，

整合教育资源、心理健康资源、社会支持资源等，支持家庭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同时，建立资源平台框架与结构，

确保平台具有资源分类、检索、分享、评价等功能，以充分

发挥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平台的作用及价值。

第二，开展联合活动。家校社可以协同开展多元化主

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包括心理健康主题讲座、亲子活动、

社区义工活动等。在活动开展前，家校社应联合制定详细的

活动计划，并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如场地、人力等，确保活

动得到充分的资源保障。在活动结束后，针对活动反馈，及

各方意见，及时调整与改进活动策略，提升联合活动实效及

心理健康教育质量。

第三，建立跨界合作项目。学校方面可以与教育机构、

社会组织等进行紧密合作，并与合作伙伴制定具体合作计

划，包括合作目标、内容、责任分工等，以充分整合资源优势，

高质量开展合作活动，如心理健康讲座、公益项目、社区心

理健康服务等，以协同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3 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保障
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能够有效推进家庭、学校、社

会联动，为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保障。现阶段，部

分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存在家庭、学校、社会分工不

明确的问题，影响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效率和心理健康教育质

量。同时，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竞争愈加激

烈，“望子成龙”思维愈加固化，甚至出现了家庭教育“学

校化”的问题，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产生不利影响。尤

其是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思想意识、心理健康等处于发展阶

段，更需要家校社协同，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助

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提供心理健

康教育保障，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构建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以“五育”为导向，

明确家庭、学校、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育人功能重要性，建

立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共育

机制 [5]。在具体实践中，学校应制定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计

划，包括课程设置、活动安排等，确保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

学校教育全过程；建立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团队，包括心理

辅导教师、心理咨询师等；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及时记

录学生心理状态，开展个性化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与干预。家

庭方面，家长应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与

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信任关系，营造积极、健康的家庭氛

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结合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结

果，与教师进行深入沟通，获取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及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等。社会方面，充分整合社会资源，为

学生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并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提升

社会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与认知度。

第二，建立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建立专门

组织机构，明确家庭、学校、社会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具体

职责。同时，学校应组织学生进行定期的心理健康测试，并

定期开展家庭访问活动、建立学生个人心理档案，针对学生

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建立预防机制。另外，学校应建立心理

健康信息交流平台，整合心理健康教育经验、心理健康课程

等资源，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信息共享

机制，从而建立和谐的协同育人关系，全面、系统、有效推

进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及发展。

5 结语

在学生的中小学时期，学生的行为、智力和心理都处

于重要的发展阶段。不良的心理状态极易导致学生出现心理

问题或心理疾病。因此，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有效地消

除学生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的障碍，培养学生的意志品

质，优化学生的知情意行素养，从而促进学生良好品格和健

康心理的形成。通过家校社协同育人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

探讨，深刻认识到家校社三方的合作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在具体实践中，家校社应提升协同意识、拓展合作领域、

健全协同机制，才能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全面保障，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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