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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呈贡区引入心理咨询师、社工、高校心理专业志愿者进驻学校

守护心理健康 呵护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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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第

二小学时，恰逢课间休息时间。操

场上，孩子们嬉戏玩耍，脸上满是

纯真、开朗的笑容。这是记者对这

所学校学生的第一印象。

守护这份开朗的，是学校一

个特别的机构———“爱护未来”

社工站。平日里，这里是同学们

休闲娱乐的地方，如果遇到烦心

事，这里又是他们的“解忧站”。

“我们以社工站为阵地，引入专

职心理咨询师、社工、高校心理

专业志愿者等专业资源，为全校

师生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呵护青

少年健康成长。”校长萧牧说。

像呈贡二小这样的校园心

理健康服务站，目前已覆盖呈贡

区 30所中小学。近年来，呈贡区
持续健全完善“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建成 35个心
理健康服务站（室），累计服务学

生 10.17万人次，保障青少年健
康成长。

引入专业力量
提供多样服务

2020年 8月学校成立“爱护
未来”社工站后，萧牧对学生心

理健康的担忧减轻了不少。

呈贡二小地处新、老城区交

界处，全校 2481名学生中，随迁
子女占比 72%，部分学生存在心
理健康风险。“心理健康指导是

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学校教

师虽然接受过相关培训，但缺少

实际处理经验。”萧牧坦言。

为此，呈贡区全面深化社会

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以呈贡二小

为试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成立“爱护

未来”社工站，探索学生心理健

康的呵护之路。星灯青少年服务

中心心理咨询师杨家康就是此

时入驻呈贡二小，成为社工站的

一名专职社工。

社工站成立后的第一项工

作是进行全员心理健康筛查。根

据筛查结果，杨家康梳理了一份

重点关注名单，及时反馈给学生

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和学校德育

处，并利用课间和午休时间，邀

请学生来社工站一对一交流，进

行个性化指导。杨家康介绍，社

工站设置有音乐放松区、沙盘治

疗区、团体辅导室等功能分区，

可以为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

学生提供全方位、专业性的心理

关爱服务。

“有些孩子性格内向，我们

就带着孩子玩沙盘，通过摆沙

具、讲故事的方式打开他们的内

心世界。”杨家康说，社工站不只

对重点关注学生开放，还经常组

织开展轻松、趣味的活动，成为

全校师生的“解忧站”。

为了进一步充实服务力量，

呈贡二小联合云南师范大学心

理学专业的师生团队，组建高校

志愿者服务团队入驻社工站。同

时，共青团呈贡区委也向学校派

遣“西部计划”志愿者，负责社工

站的运营。以呈贡二小为试点推

广，目前呈贡区中小学校已经建

立起“社工+高校+志愿者+心理
健康教师”的专业化服务队伍，

常态化开展专业心理健康服务。

加强日常关怀
及时介入疏导

在发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作用的基础上，呈贡区还引入了

云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专业人才

助力和服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工作。目前，云南师范大学心理

咨询志愿者团队已进驻呈贡区 3
所学校的社工站。龚国栋是该校

心理专业的研究生，每周他都会

来到社工站，对有需求的学生进

行一对一帮助。

去年 12月，龚国栋遇到一个
不爱说话的小男孩明明，他的班

主任向社工站反映，明明平时不

爱参加集体活动，在班里也沉默

寡言，希望社工站介入及时疏导。

通过家访、谈话等方式，龚

国栋发现，明明最主要的问题是

缺少陪伴导致的不自信。于是，

他确定干预策略，一方面和家庭

沟通，劝导家长加强对孩子的陪

伴；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反馈

和支持，帮助孩子建立正面的自

我认知。“日常交往中，我发现明

明对古诗词很感兴趣，建议语文

老师在课堂上对他多关注，有些

背诵朗读古诗词的任务可以交

给他完成，增强他的自信心。”龚

国栋说，经过近一学期的帮扶，

如今，明明比过去更自信了，和

老师同学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

呈贡区师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

度逐渐提高，有烦心事找心理老

师求助，已经成为大家的普遍共

识。呈贡一中专职心理教师王健

告诉记者，过去鲜少有学生主动

找到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反

映困难，心理老师找学生聊天，很

多学生还不愿意谈。而现在，越来

越多的学生主动走进中心，倾诉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通过持续不

断地教育、科普，让青少年理解

心理问题不是洪水猛兽，遇到问

题可以到学校的专业机构找专

业人士求助，有效呵护了青少年

心理健康。”呈贡区教育体育局

副局长吴莉莉说。

家校社会协同
助力健康成长

呈贡二小学生家长李红翠

来学校听了一次“家长课堂”，不

但重塑了她的教育观念，也缓解

了她本身的焦虑情绪。

“我女儿的成绩在班里一直

是中上水平，但我对她的期待是

要拔尖才行，因为学习的事经常

批评女儿，她压力大不说，我自

己也很焦虑。”参加了学校组织

的“家长课堂”后，社工站心理咨

询师的一句话让李红翠触动很

深———“孩子像花一样，有自己

的花期。家长不应该揠苗助长，

只需静待花开。”

“听了这堂课，我很想对孩子

说一声抱歉。”李红翠动情地说。

这样的“家长课堂”，呈贡二

小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不止呈

贡二小，在呈贡一中，每学期有 4
个晚上，是开设给家长的“晚自

习”时间。校长李文娟介绍，学校

依托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专业

优势，利用“家长晚自习”的时

间，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

观，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推动心

理健康工作向家庭和家长辐射

延伸。

守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需

要完善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

人机制。2021年起，呈贡区常态
化开展全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专业技能培训，累计开展

400余场次心理健康培训活动。
2024年春季学期，对全区中小学
班主任及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

共计 1000余人开展《如何上好
心理主题班会课》专题培训。呈

贡一中初中部班主任王玲从教

18年，她直言，心理健康培训改
变了她的教育理念。“经过系统

培训后，我会去理解、探寻学生

异常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成绩

固然重要，但我更希望看到学生

健康、阳光地成长。”

做深做实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工作，需要协调联动多方力

量，形成合力。共青团呈贡区委

书记丁楷伦介绍，呈贡区成立青

少年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整

合组织、民政、卫健、教体、共青

团、公安等多部门力量，协同开

展工作。“在做好一般性问题预

防的基础上，我们还联合呈贡区

公安分局‘青春守护者联盟’、区

检察院未成年人‘苔花工作室’、

区未成年人司法办公室等多部

门力量，指导学校、家庭、社工

站、医疗卫生机构共同开展学生

心理健康应急救助，畅通预防转

介干预就医、权益维护通道。”

呈贡区委书记陈净表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千万家庭

的幸福安康，下一步，呈贡区将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到高位统

筹、协同发力，健全完善“家庭、

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努力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

成长。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据了解，满洲里俄语职业学

院现有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专

任教师 5人，其中南京大学社会
学博士 1人，硕士以上学历教师

占比 100%，双师型教师占比
100%，2名教师考取社会工作者
中级证书。2023年该专业与满洲
里市民政局合作挂牌成立实习

实践基地，2024年学院联合满洲
里市委社会工作部和民政局开

展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

前培训。

在签约授牌仪式上，满洲里

俄语职业学院负责人表示，今后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将秉承“实

用、实战、实效”原则，推进校地

之间的“学、践、研”合作，不断提

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化水

平，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动

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聚智赋能。

呼伦贝尔市委社会工作部

负责人在深入了解满洲里俄语

职业学院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

成效后表示，市委社会工作部与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实现合作

共建，将有利于实现人才共培、

智库共建、资源共享、互惠共赢，

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路径，必将

为推动呼伦贝尔市社

会工作事业发展注入

新动能。要切实将双

方优势充分融合、叠

加倍增，强化对社会

工作人才的培养，不

断推进社会工作人才

服务基层治理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成果转

化，发挥示范带动效

应，推动呼伦贝尔市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不断强化，促进基

层社会治理效能稳步

提升，为助力办好“两

件大事”、实施“六个工程”、建设

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智力支持

和人才支撑。

呼伦贝尔市委社会工作部、

满洲里市委社会工作部、满洲里

俄语职业学院有关领导出席签

约仪式。

渊据呼伦贝尔市委社会工作部冤

呼伦贝尔市首个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揭牌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成立“爱护未来”社工站；进行心理

健康筛查，发现问题及时介入疏导；对教师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系统培训，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应急

救助……近年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建立完善“家庭、学校、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共同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月 4 日，呼伦贝尔市

委社会工作部与满

洲里俄语职业学院举行呼伦

贝尔首个社会工作人才培养

基地战略合作签约授牌仪式。

此前，市委社会工作部与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就基地

共建、人才培训、课题研究、供

需对接等合作事项充分交流

沟通，详细了解该学院与社会

工作相关的学科建设、办学特

色及发展理念。

呼伦贝尔首个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基地战略合作签约授牌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