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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视我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建议

民盟房山总支

问题：

教师是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证，是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关键。只有心理健康的教师才能营造健康的教育环境，培养出

心理健康的学生。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对教

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是“双减”政策的落地，教师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导致部分教师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因此，

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分析：

一、社会各界对教师角色的要求和期望较高。个别家长把教

育职责全部寄托于教师，尤其个别家长不配合老师工作，甚至有

一点问题就投诉、吵闹、指责甚至谩骂，教师身心俱疲。

二、教育教学改革对教师能力和职责要求更高。现在教育教

学改革力度大，每一项改革的实施者都是教师，无形中增加了教

师的压力。

三、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不断增加对教师也是极大挑战。目

前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有上升趋势，当然这个数据各学校或教育

主管部门都会有详实的数据，但因为心理问题属于学生的隐私，

数据不便于公开。仅以北京某校近三年录取的中考学生入学进行

在线心理测试数字为例：2020 年 253 人，44 人心理异常，占比

17.40%；2021 年 267 人，52 人心理异常，占比 19.5%；2022 年 260

人，60 人心理异常，占比 23.10%。学生心理异常表现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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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会不同程度给教师的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

四、工作和家庭得不到很好的平衡。很多老师“以校为家”，

有时家人不理解、闹矛盾。有些教师家庭负担重，工作有时出现

纰漏，学校考核达不到标准。两者都会给教师带来心理压力。

五、得不到很好的排解和宣泄。很多老师面对压力，得不到

及时疏解，容易出现心神不定、情绪失控、失眠等问题。主要原

因是缺乏应有的心理健康倡导与预防措施。尤其是对教师心理问

题进行预警、监测、调试的机制还很薄弱，老师心理健康出现问

题或遇到家长吵闹时很难获得相应支持。

建议：

一、加强对教师职业的正面宣传。通过媒体、家长会、家长

学校等途径和方式，宣传教师的职业、职责、敬业精神，并呼吁

全社会关心、关爱、关注、理解教师，建立家校共管共育机制，

使教师有更健康的心态和更充沛的精力投入育人工作。

二、建立区或校教师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有计划的组织教师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指导培训，提高教师应对心理压力

的能力与水平。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医师，及时有效解决教师的

心理问题。

三、健全心理健康问题应对机制。定期开展教师的心理健康

测评，建立教师心理健康档案，及时发现心理健康问题，针对不

同层次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不同层次的关怀和支持。

四、各校要建立教师健康活动室。引入专业压力释放设备，

增设健身活动室和情绪宣泄室，鼓励教师利用碎片时间加强身体

锻炼，改善身心状态，强壮体魄，强大内心，提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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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多元的发展性教师评价体系。积极营造良好的教师

发展环境和工作氛围，完善教师绩效考核办法，建立科学、多元

的考评机制，增加教师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让教师快乐工作、无

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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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视我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教委

房山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引导广

大教师保持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

教、静心从教，努力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一、组织各层面学习与培训，增强教师应对能力

开展不同层次和群体的心理健康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在教

师继续教育中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必修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开设

公共必修课《教师及学生心理健康——科学施教与健康成长的基

石》，针对教师心理健康进行维护与促进培训；面向全体教师开设

“心理健康”专题的网上培训供参训教师学习；组织教师参加北

京市心育能力培训，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面向新任教师

和新任校级干部开展入职培训，安排心理健康培训内容；组织班

主任全员培训，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必修内容；在骨干教师、骨

干班主任的业务培训中，也安排了教师心理健康内容，帮助教师

掌握释放压力的方法，增强应对能力，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和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

二、及时组织各类实践活动，做好教师心理调适

利用多种资源，开展心理辅导与讲座。各中小学根据自身情

况，利用高校、心理研究部门、市区校相关资源，开展形式多样

的教师心理健康讲座，由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研究人员、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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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进行线下面授或线上传授疏解、减缓心理压力的方式与方

法。

开展团建活动和拓展训练活动。由各中小学的工会牵头，组

织学校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方面的团建活动、拓展训练活动

或体育锻炼活动，既增强了老师间的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相互

理解，同时也达到了释放压力、有效减轻教师心理压力的目的。

积极开展“暖阳行动”，面向受灾教师开展关爱帮扶。 及时开展

灾后的心理关爱行动，推出 16 期“灾后心理调试”，开展“一对

一”谈心谈话，针对受灾较严重教师开展入户暖阳关爱行动。

三、持续推进心理健康三级咨询体系建设，为教师提供个性

化咨询与指导

提供市级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平台。教师可拨打北京市青少年

心理服务热线“12355”或登录“中小学数字德育网”

http://moral.bjedu.cn，点击师生在线心理咨询服务，进行咨询。

畅通区级心理健康服务热线。房山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畅

通心理援助热线：010-61359067/ 010-61359087，为教师提供线

上咨询服务。

健全校级心理健康指导体系。各校成立以校长为组长，德育

副校长为工作负责人，中层干部参与的校级层面心理健康教育领

导专班，建立干部“一对一”重点帮扶特殊教职工的机制。

四、推进中小学教师减负，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意见。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推进中小学教

师减负的文件要求，减掉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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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事项，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确保教师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和协调机制。规范设立家长学校，健全日

常运行机制，配备家庭教育指导专兼职队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

通过家长课程、家庭教育大讲堂等方式，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咨询和辅导，指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建立家

校问题综合处置、分级负责机制，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共同

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加强教师典型模范和先进人物宣传。房山区教育系统全体师

生共上“开学第一课”。以“风雨同行 共‘见’成长”为主题，

全体师生家长在情境沉浸中感受党员干部教师在灾情中冲锋在

前、迎难而上的先进事迹和感人故事，树立师者榜样；区委教育

工委、区教委隆重举行第 39 个教师节庆祝大会，线上线下同步直

播。活动以“躬耕教坛，强国由我”为主题，融入干部教师防汛

救灾、守护学生的先进事迹，提振士气，激发广大教师勇于担当、

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干劲，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减轻社会因

素带给教师的心理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