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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教德〔2018〕291 号

关于印发宁波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预警通告 2018 年第 2号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大榭开发区社会发展保障局，东钱湖旅游

度假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宁波国家高新区教育文体局，宁波杭

州湾新区教育文体局，各直属学校（单位）：

为切实做好开学初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决定发布

《宁波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预警通告 2018 年第 2 号》，请结合

本地（校）实际，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加强防范，切实促进

中小学生健康发展。

宁波市教育局

201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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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预警通告

（2018 年第 2号）

开学前后是学生心理危机多发时期。根据《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宁波市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的通知（甬

教德〔2018〕152 号）》要求，为帮助学生正确调适情绪，对

情绪异常、危机迹象明显的学生及时启动预警并实施干预，切

实保障学生健康成长，市教育局特发此公告。

一、开学期间学生的主要心理问题

由于生活节奏和学习状态的变化，开学之后中小学生心理

可能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1.“假期后遗症”。暑假虽已结束，但很多学生却对已经

到来的学习生活缺乏必要的准备，出现身体疲劳、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力减退等，甚至伴有消化不良、厌食、头痛、胃痛等

“开学综合症”症状。

2.心情抑郁。暑假期间学生精神相对放松，与开学后的生

活节奏不相适应，引起学生睡眠不足或失眠、造成学生生物钟

紊乱，情绪低落。

3.亲子关系冲突。由于学生在暑假期间精神相对放松，出

现开学时讨厌上学或有逃避倾向等问题，导致亲子冲突，甚至

矛盾升级，引发部分学生过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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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预警对象

1.暑假期间生活规律紊乱的学生。暑假期间过度放松的家

庭生活方式很容易使得一些学生回到学校后精神不集中，上课

走神开小差，难以适应学校学习生活。

2.暑假作业没有及时完成的学生。部分学生暑假期间疏于

学习，临近开学匆匆忙忙补做假期作业，更有一些学生到开学

后还补不完作业，这些学生因担心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批评，产

生严重的心理压力，内心不安，烦恼焦虑。

3.亲子关系不良的学生。研究分析近年来的中小学生心理

危机事件，大部分心理危机事件产生的重要根源是家庭亲子关

系不良，特别是离异、重组、留守等家庭普遍缺少对孩子的关

爱，家长过分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教育方式不恰当，在发生

亲子冲突后极易导致学生的极端行为。

4.特别关注以下几类学生：

（1）心理健康普查测评中筛查出来有严重心理障碍、明显

性格偏差、各类精神疾病的学生，特别关注抑郁症患者，学校

应及时通知家长转介至专科医院接受相关治疗。

（2）遭受突然打击和受到意外刺激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

的学生。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身体出现严重疾病、情感受挫、

人格受辱、发生严重人际冲突、发生重大财产损失等遭遇性危

机之后所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

（3）情绪异常突变者。



— 4 —

（4）在生活与学习中态度消极、意志消沉的学生。

三、主要应对策略

1.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要

及时开展学生的心理监测排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心

理状况，将有严重心理问题、明显性格异常以及亲子关系严重

不良的学生纳入学校心理危机预警库，并制定相应的干预方

案。

2.开展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各校组织开展针对性的专

题心理辅导活动，让学生把生活、学习状态调整过来，促进学

生提高心理调适能力。

3.开放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资源。学校要开放心理辅

导室，安排专兼职心理辅导教师接待心理困惑及心理危机学

生，保证心理求助热线电话畅通，预防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

4.加强亲子关系辅导工作。各地各校要重视对家长的教育

辅导工作，通过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大讲堂等途径，引导家长

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提醒家长注意亲子沟通的方法，避免出现

冲动性、伤害性甚至羞辱性的语言和行为，防止亲子矛盾激化。

5.加强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积极开展教师心理健康

服务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教师心理测验与调查，针对

性的举行讲座和教师沙龙等团体辅导活动, 帮助广大教师调

节好情绪和态度，保持健康的心态，以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影

响、感染学生。



— 5 —

宁波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9月4日印发


		2018-09-05T10:15:11+0800
	宁波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