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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强”起来
整合资源优势擦亮心育品牌

沙盘游戏、击打宣泄人、听音乐、借阅心理书籍……走

进滁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雪绒花”心晴驿站，

学生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宣泄情绪、放松心情和疏解压力，

感受到心灵的疗愈。“这里就像一个‘心灵氧吧’，来的时候

不管是压力大，心情沮丧还是有其他坏情绪，每次从这里出

去的时候心情好了，又有了满满的动力。”学生们的喜爱和

评价，是对“雪绒花”心晴驿站最直接的肯定。

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市教体局的重点工作，该局依托

“雪绒花”心晴驿站，为全市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心理咨询辅导及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不仅如此，还开

通了“雪绒花”心灵热线，共受理电话咨询2182人次。联通

市、县、校三级心理健康服务点近500个，覆盖全市50万未

成年人家庭。2020年，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被全

国妇联办公厅和教育部办公厅命名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

实践基地”。

“老师，落叶画太有意思了，我好喜欢我的作品，我能把

我的作品拍下来吗？我下次还能再来参加吗？”开展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学校是“主阵地”。在定远县第三中

学，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活动，该校结合校内植物种类比较多

的特色，将生命教育课程融入劳动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用

落叶、落花、植物种子进行落叶画的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

让他们思考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在滁州中学，基于“发展核心素养，实现立德树人”的生

涯规划教育理念，确立了学校、教师、学生三层目标体系和

高一、高二、高三年级三层目标体系，目前生涯课程采用主

题单元设计的原理来统筹内容，分为五个篇章共12个主题。

截至目前，全市各中小学均已完善心育专业服务、课程

管理、主题活动等体系，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学校心理辅

导中心，并通过心理社团、宣传栏、校园广播、网络等媒介，

面向全体学生、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据统计，全市共开

设心理讲座和微课5000多节次，心理主题活动达8000场

次，受益师生逾40万人次。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课堂”，市教体局以共融、

共建、共进、共享为工作目标，形成了有地方特色在安徽省

较早的常态化家庭教育公益品牌“皖东父母大课堂”，邀请

家庭教育专家进学校、进社区开展线上线下家庭教育公益

讲座报告2600多场，惠及全市200多个乡镇、学校和社区，

受益家庭30多万个，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队伍“优”起来
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守护成长

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所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

初心和使命。在琅琊区，有这样一名教师，通过引导学生绘

画，让其“画”解情绪，她是滁州市第一小学的童老师，同时

也是琅琊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心理志愿者。作

为儿童画指导教师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她主动抽出时间，

利用课后服务给孩子们进行绘画心理疏导，根据学生们的

日常表现，定好绘画主题，再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自我反思。

事实上，要想打开一扇“心门”，每一名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者的力量都不容忽视。金老师是来安县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辅导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老

师每年走进来安县的中小学展开专题讲座，一方面倾听老

师们在辅导学生方面遇到的难题和心声，另一方面也为老

师们提供更多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指导。

赢得未成年人，就是赢得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好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完善人才队伍培养是当务之

急。市教体局面向全市1325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

部分班主任进行分层分级的专业提升培训，开展线上培训

213场次，培训班主任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1.4万多人次。

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心理咨询（辅导）室配备

率均达到100%。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专业素养要求较高，在配齐

师资的同时，还要确保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市教体局

相关负责人说。市教体局还通过整合卫生和社会心理团体

等行业优质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于2018年成立了市本级

“525心灵使者”心理志愿者服务队和各县（市、区）心理志愿

者服务队，现有心理志愿者861人。累计接待学生和家长咨

询1.45万人次，处理网络咨询1000多个。开展各类心理志

愿服务活动221场次，服务人群6万多人次，服务时长1.3万

个小时。开展志愿者业务督导和团体心理成长小组培训46

次，培训人数258人次。该志愿服务队荣获2019年“滁州市

第五批学雷锋示范点”称号，并入选滁州市2020年度“网络

公益服务项目”。

形式“活”起来
涵养美好心灵培养时代新人

近期，琅琊实验学校的何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我的青

春有温度——探索我的社会支持系统”的课程，何老师围绕

“寻找身边的TA”开展，引导同学们探索属于自己社会支持

资源，让同学们学会彼此滋养，做一个温暖的人。

除了典型教育形式，用“趣味”与学生“谈心”是心理健

康教育的另一个思路。凤阳县西华路小学组织六年级全体

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户外素质拓展活动，通过“动力绳

圈”“陆地龙舟”等大型游戏活动，让孩子们释放压力，增强

自信，开发自我潜能；滁州市实验小学600余名师生参加了

“梦想起航·一起向未来”主题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异

掌同声”“筑心搭桥”“竞走毛毛虫”等游戏活动，帮助同学们

学会团队合作……

这些都是滁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最为典

型且实践的一课。市教体局积极指导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通过主题性、创新性、实践性强的各类活动，促进未成年人

身心的健康成长。截至目前，共开展以“梦想起航·一起向

未来”“阳光成长·心育未来”等主题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

700多场，40多万名学生参与；开展“525心理活动月”说心

语、传心愿、暖心抱、敞心扉、谈心得、成人礼、毕业典礼等主

题活动1120场次，43万名中小学（幼儿）参加。

上初三的玲玲，家人视她为掌上明珠般地疼爱，但是她

根本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常常一个人发呆，有明显

的抑郁倾向。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后，经过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长达6次的心理辅导，原本打算放弃学业的玲玲，却

考取了一个很不错的高中，并成为了班干部。

不仅仅是玲玲，滁州市某中学一位学生沉迷游戏，家长

焦急万分。正当这位家长束手无策之际，这位家长认识了

学校的心理老师张老师。在张老师的帮助指导下，一个月

后，家长打来电话：“孩子变化很大，已从游戏中挣脱出来。”

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全椒县双胞胎兄弟小豪、小

祥，曾经是留守儿童，成绩不太好，没有自信，但还是有一个

体育梦。在经过全椒县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心理

疏导后，能够很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业。

如何把工作做到未成年人的心坎上？市教体局遵循未

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坚持内容鲜活、方法灵活、载

体用活，开展“阳光成长进校园”240次，受益学生15.6万多

人次；开展“家庭教育进学校”554场次，受益家长10.6万多

人次；开展“心理培训进基层”线上线下培训113次，培训教

师4800人次。

除此之外，市教体局注重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健康知

识宣传教育，发放“心理健康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心理

健康小贴士”等宣传材料18.2万余件。录制《心理开学第一

课》，组织全市中小学学生线上近43万人次收看。通过微信

公众号、美篇等载体推送心育知识、活动实录及新闻报道等

推文2600多条，推送家庭教育知识《雪绒花心灵在线云之

声》音频共307期和《点亮童心·科学护航》96期，收听家长

达到21.1万余人次，引导全社会重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和风抚心扉，细雨润无声。特色活动争奇斗艳、教育宣

传亮点频现……一个多彩的健康成长乐园正在滁州形成，

众多未成年人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健康快乐成长。

健康“心”世界，亭城“育”未来。接下来，市教体局还将

着力创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不断丰富“亭爱你”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内涵，密切家校合作，进一步推动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用心用

情呵护未成年人“向阳而生”，努力为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快

乐成长保驾护航！

爱在亭城爱在亭城 让心向阳让心向阳
——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纪实

王王标标 于晓曼于晓曼 宣涤丽宣涤丽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培养未成年人健康心理、促进未成年
人身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近年来，滁州市教育体育局（以下简
称“市教体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为切入点，全力打造符合未成年人
特点需求、富有成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网络，用心用情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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