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8), 1887-1895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8298     

文章引用: 孙佟音, 李芳芳, 杨金花.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框架与实践[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8): 
1887-1895. DOI: 10.12677/ces.2022.108298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框架与实践  
——基于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思考 

孙佟音1，李芳芳1，杨金花1,2* 
1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系，北京 
2北京联合大学儿童及青少年学习与心理发展研究所，北京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1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8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16日 

 

 
 

摘  要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颁布，明确指出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调整依据。在该方案的引领下，

本研究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提出了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构建了育

人框架，并设计了育人实践。这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工作具有启发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理念，育人框架，育人实践  

 
 

The Concept, Framework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People of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Plan” 

Tongyin Sun1, Fangfang Li1, Jinhua Yang1,2*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eachers’ Colleg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2Institute of Learning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l. 11th, 2022; accepted: Aug. 8th, 2022; published: Aug. 16th, 2022 
 

 
 

Abstract 
The 2022 edit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Plan” was promulgated, which cl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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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d out the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gram,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Guiding Outline of Mental Health Edu-
cation (Revised in 2012)”,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nstructed the framework of education, and designed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This has enligh-
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educ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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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1]。1999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心理健康教育开始进入中小学课堂，并逐渐普及[2]。教育部先后于 2002 年和 2012
年颁布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及修订版，明确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要点[1]。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从法律层面对学校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规定[3]。2019
年 12 月 27 日，《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明确了我国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相关指标的阶段目标[1]。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人们的心理压力倍增[4]，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频发，甚至多地出现学生跳

楼等极端事件[5]。做好学生心理调适，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工作[6]。 
2021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强调每所中小学

至少要配备 1 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指出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小学班主任及各学科教师培训中

的必修内容，予以重点安排[7]。当月 2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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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与迅速实施，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保驾护航[8]。 
2022 年 3 月 25 日，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颁布，指出义务教育课程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坚持全面发展，育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聚焦核心素养，面向未来；加强课程综合，注重

关联；变革育人方式，突出实践[9]。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综合心理健康的育人理念，构建了育人框架，并设计了育人实践的思路，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参考。 

2.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 

针对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的现实需要，结合《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并在领

会新版《课程方案》思想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理念是指学校全体教职员工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

方法，通过课程、活动和环境等途径，预防学生心理问题、识别与改善学生心理困扰、增强学生心理健

康，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成为有理想、有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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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与以往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不同，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理念是将学校情境中的所有教职员工、学

校环境都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元素，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3.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框架 

为了更好地阐释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本研究深入解读了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的思想，参考了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借鉴了美国 21 世纪核心素养[10]，并融合了《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的内容，进而构建了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框架，明确了综合心理健

康教育的育人目标、育人内容和育人路径(见图 1)。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框架呈现了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三有”育人目标，包括了三个一级

维度、九个二级维度和十五个三级维度的育人内容，提出了四层级“金字塔”育人路径。 
 

 
Figure 1. Educational framework of education people for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图 1.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框架 

3.1. 育人目标 

3.1.1. 育人目标的确立依据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全面落实了总书记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要求，从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三个方面，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时代新人培养的具体要求[9]。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提出的心理健康教育总目标和主要任务[11]，与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强调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不谋而合。因此，“三有”目标即是综合心

理健康教育育人框架的目标。 

3.1.2. 育人目标的介绍 
1) 有理想：培养学生正能量，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紧密结合，促进学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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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谐可持续发展；增强学生道德修养，明确职业生涯规划。 
2) 有本领：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和积极向上的个性心理品质，使其能够承受挫折、适应环境，具备基

本的社会生活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具有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提高自主自助和自我教育能力；增强学生情绪识别、表达与调控能力；提高

学生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使其学会与人合作、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3) 有担当：培养学生树立大局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生态文明观；帮助学生形

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3.2. 育人内容 

3.2.1. 育人内容的确立依据 
2016 年 9 月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包括三个方面和六大素养(见图 2)：文化基础(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自主发展(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社会参与(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12]。其中，健康生活

素养是其它核心素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3]，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但却在当前学校教

育中最为缺乏[14]。 
 

 
Figure 2. Developing core literacy for Chinese students 
图 2.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明确了课程目标的制定和课程内容的结构要基于核心素养[9]，并

提出了要关注从小学到初中学生在认知、情感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中指出，心理健康教育包括认识自我、学会学习、

人际交往、情绪调适、升学择业以及生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11]。 
本研究依据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思想和《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理论结构，结合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的内容，对标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三有”育人目标，

凝练了育人内容。 

3.2.2. 育人内容的介绍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内容包括了三个一级维度、九个二级维度和十五个三级维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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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mensions of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of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表 1.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内容的维度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认知 学会学习、技术运用、科学创新 乐学善学、勤于反思、信息意识、科学思维、问题解决 

情感 情绪调适、文化自信、责任担当 积极情绪、人文情怀、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 

社会性 健康生活、升学择业、社会参与 健全人格、自我管理、劳动意识、职业意识、人际交往 

 
1) 认知维度：认知维度是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维度，包括了三个二级维度和五个三级维度。 
二级维度包括学会学习、技术运用和科学创新。学会学习是指培养学生具备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

技术运用是指培养学生对新技术的学习兴趣和应用能力。科学创新是指培养学生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

拥有开创性思维，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三级维度包括乐学善学、勤于反思、信息意识、科学思维和问题解决。乐学善学是指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享受学习的过程，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勤于反

思是指养成学生反思和总结经验的意识。信息意识是指培养学生的数字化生存能力，使其具有网络道德

和网络安全意识。科学思维是指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逻辑思维能力，使其具有批判思维和创新精

神。问题解决是指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情感维度：情感维度是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动力维度，包括了三个二级维度和五个三级维度。 
二级维度包括情绪调适、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情绪调适是指培养学生识别、表达和调控情绪的能

力，提升学生的情绪智力。文化自信是指培养学生了解和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动汲取积极力

量，乐于分享和讲述优秀的文化故事。责任担当是指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其具有社会责任感。 
三级维度包括积极情绪、人文情怀、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和国际理解。积极情绪是指培养学生积极

乐观的情绪能力。人文情怀是指培养学生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

社会责任是指培养学生勇于担当的意识。国家认同是指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提升其爱国意识。国际

理解是指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使其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价值。 
3) 社会性维度：社会性维度是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高阶维度，包括了三个二级维度和五个三级维度。 
二级维度包括健康生活、升学择业和社会参与。健康生活是指培养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养成健全

的人格和乐观的心理品质。升学择业是指培养学生做好自己的人生规划。社会参与是指培养学生参加社

会活动的意识，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 
三级维度包括健全人格、自我管理、劳动意识、职业意识和人际交往。健全人格是指完善学生人格，

培养其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自我管理是指加强学生的自我认识，培养学生自

理自立的能力。劳动意识是指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观和劳动习惯。职业意识是指培养学生的生涯规划意

识，树立学生正确的择业观。人际交往是指加强学生与其他个体、群体和社会的联系，培养学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3.3. 育人路径 

3.3.1. 育人路径的确定依据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指出：注重培育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

特别是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突出实践育人，强调知行合一，倡导“做中学”“用中学”

“创中学”，注重引导学生参与学科探究活动，开展跨学科实践，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8298


孙佟音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8298 1892 创新教育研究 
 

运用知识的过程[9]。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指出，学校应将心理健康始终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

程，全体教师应自觉地在各学科教学中遵循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律，将适合学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有机渗透到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11]。 
综上，本研究提出了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四层级“金字塔”育人路径，该路径强调打破学科之间的

隔阂，以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路径来培养学生，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3.3.2. 育人路径的介绍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路径呈金字塔状，包含了四个层级，即融合性、渗透性、实践性、活动性(见

图 3)。 
 

 
Figure 3. The four-level “pyramid” education path of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图 3.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四层级“金字塔”育人路径 

 
1) 融合性 
融合性是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最终目标，体现了学校教育活动中“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心理健康

教育育人格局[15]，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融合性主要是指心理健康教

育和学校教育活动互相借换与合作[16]，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融入在学校教育活动的规划、设计、实施

和评价中，以期达到心理健康教育“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依据新《课程方案》的要求，涉及同一

内容主题的不同学科间，根据各自的性质和育人价值，做好整体规划与分工协调。 
2) 渗透性 
渗透性是指在不影响学科教学进度的情况下，教师加入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二者巧妙地结合

起来，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科知识与能力，还提高了其心理健康的水平。一方面，学科教学内容中包含

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元素，可以用作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资源，促进心理健康水平；另一方面，教师利

用学生的心理规律，提高学科教学的效率[17]，使学生更多投入感知觉、意志、价值观和情感，打破其思

维定势，拓展其学科视野[18]。 
3) 实践性 
实践性是引导学生将实践和认识相结合，通过学生参与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究活动，开展跨学科

交流，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9]。实践性是综合心理

健康教育的目标导向，2022 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也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强调把

知识还原于丰富的生活，让认识基于实践，并通过实践得到提升[9]。 
4) 活动性 
活动性是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组织形式，突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活动性包括生活化活动和游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8298


孙佟音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8298 1893 创新教育研究 
 

戏化活动。生活化活动采用与学生生活贴近的情境，利用团体动力，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活动体验，促

进学生深度参与，增加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自主生成；游戏化活动通过设置游戏，增强课堂趣味性，吸引

学生注意力，使其积极融入课堂，并从游戏的轻松氛围中体验、感受和生成。 

4.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实践 

针对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框架的落地实施，本研究设计了“四位一体”的实践思路，旨在为促进

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育人工作提供参考。 
 

 
Figure 4. “Four-in-one” practice idea of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图 4.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的“四位一体”实践思路 

4.1. 学生“本”位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框架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心理健康教育的各项活动都要从学生的实际

需要出发，将学生放在心理健康教育的中心位置(见图 4)。关注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做到因

材施教；同时关注个别学生，做到公平待生。 

4.2. 教师“导”位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开展工作时，要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在

课程和活动中起引导作用，助力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本研究建构了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队伍体系，

包括：学校管理人员、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活动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和学科兼职心理健康教师(见图 4)。 
学校管理人员是指学校校长、副校长、主任等管理层，他们需要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将其作为学校战略部署和工作规划的一部分。专职心理教师由具备心理健康教育背景和心理咨询背景知

识的教师担任，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或对个体和团体进行心理咨询与辅导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活动兼职心理教师由班主任、大队辅导员、德育干事等组成，通过组织班会、少先队和德育活动，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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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这些活动的融合。学科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由各学科教师组成，他们在完成自己学科

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的同时，自主应用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进行学科融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识

别和改善[19]。 

4.3. 课程“定”位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育人的载体，其锚定了实施方向、实施过程和效果评估，具体包括独立性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融合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渗透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见图 4)。 
独立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由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包括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心理咨询辅导活

动。课程针对学生的需要来开设，内容包括认识自我、学会学习、人际交往、情绪调适、升学择业以及

生活和社会适应等方面；活动是在课后针对个体和团体学生的心理困扰，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 
融合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是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少先队[20]、德育工作[21]、班会[22]和综合实践等活

动进行融合。例如：围绕少先队入队活动，让学生通过绘画体验和分享的方式，表达入队仪式的感受，

从而了解情绪[23]。 
渗透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学科教师在满足学科教学目标达成的同时，在课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理念，有效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例如：在小学数学课程中，教师通过游戏活动法、小组合作

探究和情景剧，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引导学生学会用推理解决实际问题[24]。 

4.4. 环境“辅”位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离不开环境的辅助，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硬环境是指校园物理环

境的建设，例如配置心理设备，设置心理教室、心理辅导室和心理减压室等；软环境是指校园心理氛围

的营造，例如针对全体教职工的心理技能培训[25]、围绕心理健康教育的人文环境建设等。 

5. 结语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理念的提出和育人框架的构建，符合 2022 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要求，

能激发全体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同时，综合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的实践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

整合课程与实施活动，形成教育合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对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工作具有启发和参考意义。 

基金项目 

本项目获得北京联合大学 2022 年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项目号：JY2022Z003)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永鑫, 陈珅. 素养: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点[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2(3): 110-116+155.  

https://doi.org/10.15991/j.cnki.411028.2022.03.004  

[2] 万美希. 国内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研究述评[J]. 社会与公益, 2019(12): 56-58. 

[3] 俞国良.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基于我个人 20 年研究实践的梳理与再分析[J]. 中国教育科学, 
2018, 1(1): 62-76. 

[4] 刘玉娟.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理论探析[J]. 中国特殊教育, 2021(2): 77-82.  

[5] 边玉芳. 复学后学校面临的学生心理问题及应对策略[J]. 基础教育课程, 2020(12): 27-32.  

[6] 李文昊, 祝智庭. 改善情感体验: 缓解大规模疫情时期在线学习情绪问题的良方[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5): 
22-26+79.  

[7] 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Z]. 202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8298
https://doi.org/10.15991/j.cnki.411028.2022.03.004


孙佟音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8298 1895 创新教育研究 
 

[8] 柴广翰, 夏烨. “双减”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J]. 健康中国观察, 2021(10): 14-17.  

[9] 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 [Z]. 2022.  

[10] 沙原, 张晓顺. 美国核心素养对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启示[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5(8): 31-36.  
https://doi.org/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8.008  

[11] 教育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 [Z]. 2012.  

[12]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10): 1-3.  

[13] 陈凤清. 指向健康生活素养的跨学科课程研究[J]. 教学与管理, 2022(12): 83-85.  

[14] 石中英. 教育哲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7, 70.  

[15]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Z]. 2017.  

[16] 金吾伦. 跨学科研究引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1-5. 

[17] 陶慧. 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 扬州大学, 2019.  

[18] 朱立明, 宋乃庆, 黄瑾, 邹晓东. STEAM 教育核心理念下的深度学习: 理据、架构与路径[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1): 69-73.  

[19] 苟晓玲, 彭玮婧, 刘旭. 全域视野下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素养: 内涵、构成与发展路径[J]. 当代教育论坛, 2020(4): 
40-47.  

[20] 顾芳. 浅谈“心育”主题综合实践活动在少先队活动中的创新开展[J].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2018(10): 48.  
https://doi.org/10.16728/j.cnki.kxdz.2018.10.039  

[21] 俞国良, 靳娟娟. 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关系探析[J]. 教育研究, 2022, 43(1): 136-145.  

[22] 蒋忠. 班主任应成为学生心理辅导的主力军[J]. 上海教育科研, 2009(11): 38-39.  

[23] 程朗. 基于少先队工作的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以情绪主题为例[Z].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 2022.  

[24] 孙佟音. 心理健康教育视角下的小学数学思维能力培养研究——以小学二年级为例[Z].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 
2021.  

[25] 俞国良, 王永丽.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 教育研究, 2002, 23(7): 70-7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8298
https://doi.org/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8.008
https://doi.org/10.16728/j.cnki.kxdz.2018.10.039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框架与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The Concept, Framework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People of 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理念
	3.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框架
	3.1. 育人目标
	3.1.1. 育人目标的确立依据
	3.1.2. 育人目标的介绍

	3.2. 育人内容
	3.2.1. 育人内容的确立依据
	3.2.2. 育人内容的介绍

	3.3. 育人路径
	3.3.1. 育人路径的确定依据
	3.3.2. 育人路径的介绍


	4. 综合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实践
	4.1. 学生“本”位
	4.2. 教师“导”位
	4.3. 课程“定”位
	4.4. 环境“辅”位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