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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心理学硕士，希望从事专业心

理健康教育。可入职后，学校安排我‘身

兼三职’，担任语文老师的同时还是班主

任再兼任心理老师。”一位去年入职的小

学心理老师这样对本报记者说。

前不久，教育部等十七个部门联合

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

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其中提

到，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鼓励配备具有心理

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开展专项行动，旨在积极回应现实

问题。今年 2 月，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主持调研编撰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

展报告（2021—2022）》显示，对全国超

过 3 万名青少年的调查分析表明，参加

调查的青少年中有 14.8%存在不同程

度的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需要进行

有效干预和及时调整。

然而，受传统观念和考试指挥棒的

影响，学校和家长普遍更关注学生成绩，

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程度还不够，不少

心理老师往往兼着不止一项工作，甚至

哪里空缺就到哪里填补。

又当语文老师，又当班主任

往往身兼数职的校园心理老师无奈发声：

我不想只做一块“补缺”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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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璐洁

2012年，作为学校为数不多自考出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专业人士，浙江一所中

学的社政学科老师李芸（化名）成了兼职心理老

师。

接受记者采访时是晚上9时，李芸刚好给学

生做完心理咨询。“临近中考，来咨询的学生明显

增加了。有的学生会出现考前焦虑症：紧张烦

躁、失眠厌食、记忆力下降、无法集中精神⋯⋯”

目前，李芸工作的学校每个班每两周都会

有一节心理课。课程分为主题课和团辅课，主

题课包括解决学习问题、处理亲子矛盾以及青

春期的烦恼等课程讨论。团辅课则包括新生怎

么适应、情绪如何表达，课程中会穿插沙盘、绘

画等游戏。课余时间，她会给学生做心理咨询。

一些进行过心理咨询的学生与记者分享了

踏入校园心理咨询室的原因。一个学生说，父

母总是对他的学习和生活做出全面安排，他心

生厌倦，这种逆反心理一直困扰着他，又无处排

解，只能向心理老师求助。

另一个学生表示，小学时是班里的尖子生，

升入初中学习难度突然加大，她感觉自己还没

有适应，成绩起伏不定，心理压力好大，于是偷

偷去了心理咨询室。

交谈中，记者发现中小学生常见的心理问

题主要有：考试焦虑、厌学等学习问题，处理亲子

关系、同学关系的人际关系问题，自负、自卑的挫

折适应问题，早恋、单恋的青春期心理问题。

在采访中，多位心理老师反映，有的学校和

家长更关心的还是学生的升学率和考试成绩，

所以这就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很容易成为家长眼

中“辅佐”学生“考出好成绩”的工具。

李芸就记得，曾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来找

她咨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能不能帮孩子戒

掉网瘾，让孩子变得更爱学习”。更多家长面对

孩子的心理问题时，对心理老师提出要求：能快

速解决问题，别耽误孩子上学、考试。

“我们不否认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得好，学

习成绩会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心理健康教育根

本目的并不在此，而是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规

律，运用心理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心

理素质，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整体素

质全面提高。”李芸总是向家长这样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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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发布的《行动计划》定下目标：到2025

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

例达到 95%。从目标要求看，心理老师的缺口

还需填补，但现实是不少心理老师在填补其他

空缺。

徐莉（化名）是浙江一所小学的心理老师，

同时也是一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兼学校教

科室副主任。学校有 1555 名学生，仅有徐莉 1

名心理老师，除了心理教学和咨询、与老师和家

长交流，她还需要承担班级管理、语文教学、教

科室的工作。针对这个局面，徐莉牵头组建“心

理合作社”，扩大心理老师团队。

和徐莉一样经历过身兼多职的还有另一所

学校已有约 20 年工作经历的心理老师郑晓婕

（化名）。

“尤其是与孩子们互动过程中，孩子们的信

任是我每天工作的动力与源泉。”郑晓婕说，她

本科读的是心理健康专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不是专职心理老师。其他班级的任课老师

怀孕了，她临时顶替上。“那个时候会感觉自己

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郑晓婕说，直到近

两年多，她才专职做心理老师。

相比别的地方身兼三个甚至四个岗位的心

理老师，郑晓婕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在教育

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我成立了心理顾问工作

室、心理健康名师工作站，给了我很大的机遇。”

谈到心理老师“补缺”的问题，接受记者采

访的一所中学校长表示原因有很多：有些学校

对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有误解，简单认为心理老

师的工作就是和学生谈话谈心，认为他们工作

量不足，以至于他们身兼多职，甚至哪里空缺就

到哪里填补；有些学校里教师编制名额普遍紧

张，一旦有空缺的编制，首先会考虑招聘中考科

目相关的任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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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老师们希望被“看见”。

“社会层面也应该关注和改善心理老师的

现状。”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点负责人、浙江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心

理中心副主任李新宇建议，首先，学校要扎实做

好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只把心理老师这个岗位

当作“装点”，不能窄化心理老师的角色功能；其

次，学校要加大心理老师培养力度；同时，学校

管理层、班主任、任课老师、家长等群体的心理

科普也需及时推广；此外，学校还可以与校外专

业心理机构接轨，更正规、便捷地落实心理健康

服务。

对于社会层面的努力，几位心理老师都认

为很重要。比如在孩子的心理咨询中，家长往

往呈现两种态度，一种是认为孩子不可能有心

理问题，总觉得“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孩子怎

么会抑郁”；还有一种是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

觉得是心理问题，但又不知如何处理。

“应该给家长做好心理科普，让他们正确看

待孩子的心理问题，而且多数孩子心理问题的

根源是家庭问题。”一位心理老师说，她碰到过

一个学生，总是无缘无故骚扰其他同学，在对孩

子进行心理辅导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个孩子的

家庭是个二孩家庭，他认为父母更爱弟弟，他的

许多异常行为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也是

在寻求他人的关注。老师和父母沟通后，父母

才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学校的支持、父母的理解、孩子的反馈都构成了

心理老师的职业获得感，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应

该关注心理老师获得感，毕竟，他们被托举才能

更好地托举起学生。

为了学生 他们希望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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