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11), 1261-126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98   

文章引用: 刘丽丽.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视角[J]. 教育进展, 2024, 14(11): 1261-1265. 
DOI: 10.12677/ae.2024.14112198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视角 

刘丽丽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22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26日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对于精神领域的追求逐渐精益求精起来。教育

领域亦是如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提高。尽管心理健康教育受

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其现实发展情况仍旧不容乐观。面对种种问题，家校合作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策

略，对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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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level 
makes people gradually pursue excellence in the spiritual field. The same is tr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ether teachers or parents,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lthough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ts actual 
development is still not optimistic. In the face of all kinds of problems, as an effective educational 
strategy, home-school coope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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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于 2012 年出台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以指导学校不断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发展，足见国家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在中小学期间，部分学生由于缺乏与自身相关的生

理和心理知识，加之学业压力过大，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2022 年的一项元分析研究就发现

我国中小学生抑郁、焦虑、睡眠问题和自我伤害检出率偏高，可见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急需

汇集各方力量解决这一难题[1]。在实际生活中，中小学生的活动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和学校，因此加强

学校与家庭的合作，凝聚力量共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不失为一种有效策略。 

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导致社会对人才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才的需求转移到教育领域，即要

求学校培养具备多领域知识的学生。这就导致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对学生的要求都在不断提高，进而导

致学生的学业压力越来越重，重压之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可能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2]。 
面对学生学业压力过大的情况，不应该等到学生心理真的出现问题之后才进行干预，而是需要在日

常教学活动中就进行相关教育防止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这是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做到的事。然而目前学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资金不足、管理层缺乏心理健康意识、师资匮乏

等[3]。其中许多问题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如缺乏资金，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资

源差异是巨大的，这种差异并非通过学校、教师、家长之间的努力就可以消除。 
但是，也有问题是可以通过老师与家长的合作部分解决的。如师资匮乏会导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课时无法保证，学生能够学到的心理知识比较有限，教师的相关教研工作也难以展开。面对这种情况，

家长可以充当知识传授者，教给孩子一些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同时，家长与老师之间如果能够建立有效

联系，及时沟通学生的情况，也可以帮助教师调整授课内容。尽管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师资匮乏

的实际情况，但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当然，家校合作并没有说得这么简单，起

到的作用也不仅如此。家校合作凝聚了家庭和学校两种力量，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共同目标，是一种相互

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双向互动活动[4]，所以家校合作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起到 1 + 1 > 2 的

效果。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既是同时强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心理教育的重要性，也是督

促二者共同努力，没有哪一方可以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隐身”。 

3.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一直保持分而治之的状态。现如今强调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

就必须将突出问题找出来，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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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家长方面 

学生在学校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专注于学科知识学习的，而回到家里学生则拥有相对更多的时间关

注自身内在的感受，此时的家长如果能够多给予他们一些关注或帮助，则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

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证明，亲子关系对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有预测作用[5]。因此，家庭教育对于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家校合作中，来自家长的阻力主要是由于现在很多家长仍秉持着传统的教育理念，实行着陈旧的教

育方式，不能做到与时俱进造成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分家长并不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另一方面是家长们由于缺乏相应心理健康知识，而导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首先，如

果家长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同时也一定意识不到自己在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应当承担的义务，那

就很难发挥出家庭教育的作用。其次，社会的迅速发展也导致了知识的快速积累，面对海量的知识我们

很难去苛责家长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学掌握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但是如果家长不具备相应的心理健康知

识，不了解孩子各阶段的发展特点，确实有可能导致他们采用错误的教育方式应对孩子[6]。面对缺乏专

业心理知识造成的困境，也有家长会试图通过网络进行学习，但是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崛起，为许多打着

心理学专业人士旗号的“江湖骗子”提供了便利，这些伪科学的自媒体账号，发布一些看似有科学依据

的内容，实则全部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商业目的。这就导致许多家长因为不具备甄别专业心理知识的能力，

而受到欺骗，既浪费了时间，也没能学到知识解决他们的问题。当前的网络环境对家长们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家长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学习到相关的知识，获取知识的成本不低，但是并非每一名家长都有

精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3.2. 学校方面 

学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心理健康教育认识不足，二是执行力较弱。目前，

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局限在已产生心理危机的学生身上，不重视对全体学生的预防工作，这

种只盯问题的思想，不利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融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并不能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对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7]。对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深刻认识，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也就很难

产生积极的态度。现在部分学校依然没有具体的家校合作规划，并未将家校合作视为学校教育系统中的

一环，仅将其作为应付上级检查的一个工具[8]。这种敷衍式的态度，加上学校又缺少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师，使得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很难推进，执行力相对较弱。现在许多省市都颁布了各自的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及实施方案，部分省市在心理教师的配备方面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国家标准，如北京

市、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山东省、江西省等省份规定每 1000 名学生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心理教师[9]。
然而考虑到学校师资紧张的实际情况，部分心理老师还需兼任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很难专心于心理健

康教育的教学。兼任情况导致心理教师要兼顾两项工作，然而无论是学科教学还是心理健康教学，都是

需要花费教师大量精力去备课、上课、磨课的，这种情况之下，心理教师的日常教学工作就已经让他们

心力交瘁了，又怎么能有精力去与家长建立联系，实现有效沟通呢？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的促进策略 

4.1. 转变观念 

从转变家长观念角度来看，学校方面在进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时，应当将家长充分考虑到教育体系

中，以提高家长的参与程度。心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与家长共享学到的知识，既能帮助学生

加深印象，同时也能让家长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除此之外，学校可以为家长提供一些正规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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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知识获取平台，方便家长自行学习。也可以定期开展心理知识讲座，邀请专业人士针对不同阶

段学生的特点进行科普，为广大家长提供一条学习心理知识的捷径。 
从转变学校观念来看，家长方面可以通过积极响应学校号召，让学校看到家长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视，打消学校方面因为怕家长不配合而不主动进行家校合作的畏难心理。各学校对于家校合作的规

划也可以从简单的活动入手，从组织一次家长进校园活动开始，逐渐积累经验以不断完善规划。在此

过程中，通过家长委员会倾听学生家长的意见，双方共同努力将家校合作彻底融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系统中。 

4.2. 加强信息互换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师与家长之间进行联系变得越来越方便，家校双方应当合理利用多种

手段，加强双方信息互动水平[10]。现在几乎每个学校的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级群，借助微信、QQ 等通

讯工具，教师可随时联系到每位家长，将学生的在校情况告知家长，同时家长也可以联系到老师，询问

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这种便捷的沟通方式对于监测学生的异常心理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学生在家庭

和学校哪一环境中表现出异常，都能快速识别，尽早进行干预。在借助微信等媒介进行沟通时，学校和

家长需要建立公共空间意识，完善秩序管理，确保信息传播的畅通和便捷[11]。 
学校与家庭的信息互换，不能仅仅以了解学生的短期表现为目的，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两个环境中学

生的相关信息，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通过长期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由学

校心理辅导教师、社会心理矫正方面的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12]。 

4.3. 增加互访活动 

学校可以通过开展家长到校活动，让家长能够了解学校，了解学生在学校的生活状态。除去常规形

式的家长会，学校可以根据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进展情况制定家长访校活动。例如每年 5 月都是“全国

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学校都会举办各种心理健康活动。如果学校在活

动安排阶段就将家长参与设计到活动当中，就能让“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同时成为“家校共育学生心

理健康月”。除家长到校活动外，安排不定期的教师家访活动也是十分必要的。家访活动能帮助教师更

好地了解学生的家庭环境、生活习惯，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教育，让家长和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心

和重视[13]。 
随着互访活动的不断推进，教师对学生的家庭生活有了更多了解，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则可以更

准确地把握，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时可以更精准地选题教学，有助于解决学生正遇到或即将遇到的

问题。家长通过到校活动，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对学生的学校生活环境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当

学生出现行为异常时，可快速作出反应。 

4.4. 定制化家校合作 

家校共育的“定制化”是相对于“标准化”而言的，指的是非大众化的个性化方式，每位学生都是独

一无二的，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和不同的发展环境，导致每个学生的需求也不一样[14]。从定制化的角度入

手，家庭教育的优势明显高于学校教育，因为在学校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要兼顾到每一位学生，有可能

无法完全满足部分同学的需求，而家庭教育则可以聚焦在每位学生身上。鉴于家庭教育的这种先天优势，

定制化的家校合作应当由家庭教育为主导，学校教育为补充。家长在进行家庭心理教育时，既要留意学

生在家中的表现，也要通过与学校的有效沟通，获得学生在校的表现情况，将二者充分结合以察觉学生

的心理变化情况和心理需求，据此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除此之外，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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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和对学生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不同，部分家庭可能会存在家庭心理教育缺失的状况，面对这种特殊问

题学校可以借助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共同为这些家庭提供帮助。 

5. 结语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牵动着万千家长和教师的每一根神经，但是仍有些家长没有认识到自己在

这一问题上能够起到的关键作用。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的小环境，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其中生活，家庭的

方方面面都会对学生成长有所影响。家长若能以积极的态度采取行动，再配合上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那么现如今家校合作中的各种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不应当是两座孤岛，而是

需要通过转变观念、加强信息互换、增加互动互访活动，共同促进中小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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