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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提升路径探究
北仑区小浃江小学 许笑笑

（一）正确认识
认知层面的改变最难，但只有改变

了认知和态度，才能为行为改变铺垫基
础。通过推行小学生心理健康科普宣
传、增加接触体验、减少师生及家长对
心理疾病的标签化认识，有助于减少学
生对心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污名化和

病耻感。
（二）科学应对
做到是关键。行为层面的改变最

重要，这意味着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
真正实现了。帮助学生“知道”心理疾
病识别和应对知识，修正固有的对心
理疾病的污名化态度后，还需要帮助

他们提升专业心理求助意愿，遇到问
题时主动求助，从而加强学生科学应
对的能力。

（三）营造氛围
2022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

生日”的主题为“营造良好环境 共助
心理健康”，强调通过多种渠道的宣传

普及活动，提高全民对心理健康的认
识，进一步加强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
度，关注自身及他人的心理需求，在日
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中，营造良好
的促进个人心理健康发展和精神卫生
的氛围，从而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发
展。

2022年，宁波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生成长指导工作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旨在构建基于共同富裕“甬

有优学”理念下的宁波市新时代中小学生成长指导工作体系，形成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学生成长指导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实

践体系。但当前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存在的问题是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学生对心理疾病识别和应对的知识相对匮乏、

出现问题后寻求专业帮助的意愿不高。

小学生所处的阶段是人生中的“拔节孕穗期”，这个时期是提升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时期。由于心理健康知识和宣传服

务不到位，导致家长对子女心理健康认识不足，学生和家长往往“有问题不知道找谁”。“知道”是基础，知识层面的科普宣传

是改变行动的保障。因此，作为育人主阵地的学校要想方设法提升中小学生成长指导科普宣传的有效性。

（一）注意选取小切口
小切口普及更接地气。因小切口更

有针对性，它往往是某一种心理问题
或者症状而展开科普宣传，不求大而
全，只求小而精，使广大师生家长更易
接受。例如，开学第一周，部分学生害
怕群体生活、课堂上睡觉、注意力不集
中……学生出现适应性障碍，学校基于
以上情况开展相关宣传活动，如通过校
园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心’的开始，请
带好这份开学心理调适指南”。邀请心
理科专家阐述“适应障碍”的原因，为孩

子端上一碗补“心”汤。
（二）好故事胜过大道理
一个好的故事，胜过千万个道理。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性，决定了科普宣
传将案例的叙述和健康科普等相结合，
才能够更有利于受众接受。

典型案例，让科普宣传更出彩。焦
虑症、抑郁症、睡眠障碍……这些心理
学名词师生家长早已不陌生。对于如今
心理障碍高发的现象，报纸上、网络上
的科普稿件也不少。然而，一个或几个
好的案例，却能够让师生家长对此类问

题更关注。讲好故事，宣传人物正能量。
在心理健康方面讲好故事，不仅能够塑
造出精神、心理专家和医生的良好形象，
彰显正能量，同时也可帮助师生家长更
好地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三）落脚点在科普提醒
尽管心理学日益受到关注，但不少

师生家长由于对精神、心理障碍的了解
度不够，无法早期识别自己可能是出现
了精神、心理的障碍；抑或即使患有类
似精神、心理问题，但因存在病耻感，不
愿去找专科医生就诊。作为学校，在做

心理健康科普时，做好科普和提醒就显
得十分重要。首先，科普内容需要彰显
权威性，为师生家长介绍权威科普知
识；其次，科普内容需要具备较强的操
作性，患者可根据内容，适当指导生活
和就医。

（四）融媒体手段为科普添彩
融媒体时代，学校也要善于用好公

众号和短视频等手段为科普宣传添彩。
一条好的短视频科普，可以让师生家长
有身临其境之感，更立体化地呈现主题，
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量，服务更多学生。

基于小学生心理健康科普宣传的
价值和基本原则，有必要探讨小学生心
理健康科普宣传的提升路径。学校要开
展有针对性的科普宣传与教育活动，结
合入学、开学、毕业、升学、考试、社会重
大事件等生命成长的重要时段和人生
节点，以学生、教师、家长喜闻乐见的形
式，多渠道、多媒介地传播学生健康成
长的科学理念。

（一）结合主题活动，传递“心”体验
当前，小学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科

普及宣传多集中在“5·25心理健康周
（月）”。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学校近
年来推行“主题活动+心理健康”的方
式。像学校传统活动中的读书节、儿童
节、科技节和体育节等融入心理健康教
育方面的知识，这就使得心理健康科普
宣传具有了连续性和持续性。将心育有

机融入学校丰富的各类活动之中，彼此
借力，无形中让心理健康服务的辐射力
也同步成长、多向生长。让广大师生家
长总能看到学校关于心理宣传的各种
动态，才能逐渐让他们对心理问题与困
扰去除病耻感，建立对心理健康问题的
良性认知。

（二）结合咨询服务，架设“心”桥梁
学校设立了“心灵氧吧”并设置有

“心语信箱”，这个平台具有较强的即时
性与交互性，学生可以通过匿名互动的
方式，保护求助者的个人隐私，营造更
为安全、温馨的交流环境与沟通渠道。
如果能将新媒体技术与心理咨询、团体
辅导等服务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倾诉
情感、吐露心理困扰、讨论心理话题、预
约咨询服务的新媒体宣传服务平台，既
能满足学生表达自我的需求，又可以通

过这一平台传播心理咨询的技术和特
点，引导学生了解心理咨询，乐于体验
更为便捷的心理健康服务。

（三）结合课程教学，普及“心”知识
《行动计划》在主要任务板块强调

“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明确以德育
心，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德育思政
工作全过程，融入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和
学生成长各环节；以智慧心，教师在学科
教学中注重维护学生心理健康，既教书，
又育人；以体强心，发挥体育调节情绪、
疏解压力的作用；以美润心，发挥美育丰
富精神、温润心灵的作用，学校广泛开展
普及性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积极向
上的美育实践活动；以劳健心，学生通过
动手实践、出力流汗，磨练意志品质。

（四）结合家校合作，呵护“心”成长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需要家

长、学校、社会的共同参与。通过新媒体
平台，可以发布趣味心理自测问卷，引
导学生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可
以推送常见心理困扰与自助方法等心
理健康教育资源，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
心理健康教育观，还可以与医院等专业
机构合作，宣传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建设就医绿色通道，形成家庭、学校、社
会的育人合力，及时识别与干预学生心
理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

学校要善于建构小学生心理健康
科普宣传提升路径策略，以有效的科普
宣传策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营造
健康成长环境，广泛开展学生心理健康
知识和预防心理问题科普。通过学校、
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提供全
方位的支持和帮助，确保学生的心理健
康得到良好的维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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