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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区中小学生关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洪显利∗，刘冬霞 

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重点实验室  重庆 

【摘要】本研究旨在调查川渝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发现问题以提出对策，以进一步充实心

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研究、并为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及学校开展心育工作提供相关依据与参考。我们选择自编

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学生版）作为调查工具，对 6014 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并通过 SPSS.19.0 进行

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川渝地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较好。川渝地区中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实施情况在性别、学校性质、学段、来源地、学校所在地上存在差异，得出多数中小学学生对学校实施心理

健康教育情况评价较好；其中男生比女生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公立比私立学校的学生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的情况；高中生比初中生和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来自城市比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对心

理健康教育更了解；城市学校的学生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学生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状况；部分学

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部分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开展流于形式；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欠缺实用性；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室使用率

低；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度不够；乡镇、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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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and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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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identify problems and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further enrich the research on the loca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levant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educat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s and schools to carry out mental education work. We selected the self 
compiled "Surve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tudent Version) as the survey tool to 
investigate 6014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conducted data analysis using SPSS. 19.0.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is relatively goo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in terms of gender, school nature, school stage, place of 
origin, and school loc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most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a good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Among them, boy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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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education than girls;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are more awar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than in private schools;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tudents from citie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an those from urban and rural areas; Students in urban school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chools than those in district, county, and township schools; Some students lack 
enthusiasm for receiv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appropriate use of mental health teacher resources i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just a 
formality;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incomplete coverage of psychological courses and lack practical 
content;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ooms in som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l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insufficient;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ownship and district schools lags behind that in urban schools. 

【Keywords】Sichuan Chongqing reg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1 引言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虽已基本推广普及，但受到

地区、经济、学校类型等因素影响，也存在各学段、

各年龄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不平等；开设心

理课和进行心理咨询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和

内容，形式相对简单；许多学校没有建立校园危机

干预的长期工作机制；学科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

的能力和动机，难以渗透学科教育等问题[1]。从川渝

地区来看，西南地区的绝大多数教师对健康的认识

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基本相符[5]。成都

市教委依托成都开放大学成立成都市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建立 7 个区级中心，借助覆盖全市的社

区教育网络[3]。重庆也积极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如重庆沙坪坝区教委累计投入 1000 多万元，建

有国家、市、区县三级心理特色校 20 所，建设区级

心理名师工作室、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4 个，全区心

理教育服务能力持续增强[4]。有关部门统计显示，疫

情过后，各类中小学生的心理危机比过去一段时间

更加凸显，令许多成人焦虑不安、束手无策，更何况

面对各种学业任务、学习负担、人际关系矛盾的孩

子和学生[6]。 
这样看来，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

重要，为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因

此，本研究拟采用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学

生版）对川渝地区中小学生进行调查，探讨心理健

康教育实施情况的现状，发现问题以提出对策，以

进一步充实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的研究，并为相关

教育管理部门及学校开展心育工作提供相关依据与

参考，促进川渝地区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此研究主要选取川渝地区部分中小学校的中小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调查法，进行线上和线

下结合的问卷调查，及时回收整理。一共发放问卷

6051 份，有效问卷 6014 份，学生基本情况见表 1。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卷（学生

卷），包括学校和学生两个层面的题，共有 37 道题。

前 25 题采用三点计分法，由“不符合”、“不确定”到
“符合”分别是 1-3 分，分数越高表明学生认为心理

健康教育开展得越好，其中学校层面的题包括 1、2、
3、4、5、6、7、8、9、10、11、12 这十二道题，学

生层面的题包括 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 这十三道题，此部分问卷的分

半信度（ABBA）在 0.911-0.958 之间。后 12 题为选

择题，包括心理辅导室情况、心理课情况、评价情

况、教师情况、求助途径情况等方面内容。对数据进

行频率分析来呈现问卷情况。 
2.3 数据处理及统计 
本研究用 SPSS19.0 软件对川渝地区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学生卷和教师卷的调查数据进

行了描述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学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的评价 
由表 2 可知，除心理课有作业、考核和教材这

三题外的题选择“符合”的占比在 70%左右，其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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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心理课、心理辅导等形式开展得较好，学校的课

程内容、资料内容等符合多方面，学校开课、教师关

注学生心理状况、与家长沟通、重视学习方法、教师

注重心理引导等重视程度较高，学生在教师帮助下

能得到缓压、解惑等效果较好，说明学生对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评价为良好；此外，在心理课的作业、

考核和教材上选择“确定”的占比在 50%左右、“不符

合”的占比在 30%左右和“不确定”的占比在 15%左

右，说明部分学校在心理课上有进一步的开展但有

部分学校不够重视而未开展。总的来说，学生对学

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为总体良好但部分学校

不够重视。 
3.2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频率分布情况

（单选） 

表 1 调查对象人口学变量统计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2981 49.6 
女 3033 50.4 

学校性质 
公立 5887 97.9 
私立 127 2.1 

学段 
小学 2401 39.9 
初中 2115 35.2 
高中 1498 24.9 

来源地 
农村 2140 35.6 
城镇 978 16.3 
城市 2896 48.2 

学校所在地 
城市 3391 56.4 
区县 1449 24.1 
乡镇 1174 19.5 

合计 6014 100 

表 2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分析表 

题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85.48 7.68 6.83 
2.课程表上有心理课 73.74 8.01 18.24 

3.开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等课 74.36 11.32 14.32 
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71.72 12.90 15.38 

5.有心理辅导室 75.26 12.07 12.67 
6.定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74.99 12.02 12.99 
7.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72.70 14.18 13.12 
8.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 67.91 19.42 12.67 

9.提供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资料 69.80 14.83 15.36 
10.心理课有作业 45.91 14.07 40.02 
11.心理课有考核 50.00 17.04 32.96 

12.心理课有专门的教材 62.25 13.02 24.73 
13.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88.24 7.10 4.66 

14.教师针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家长沟通 78.50 12.24 9.26 
15.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相关心理引导 76.32 14.93 8.75 

16.各科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 86.81 8.68 4.51 
17.教师会帮助学生缓解考前压力 82.72 10.16 7.12 

18.学校心理课帮我解惑 72.93 13.90 13.17 
19.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帮我解惑 72.18 13.98 13.83 
20.学校心理健康讲座帮我解惑 69.80 14.85 15.35 

2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料能解惑 69.52 14.05 16.43 
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活动能解惑 71.93 13.63 14.43 
23.学科教师帮我解决到一些心理困惑 76.95 11.19 11.86 

24.有烦恼，学校有心理教师，我会求助 70.62 12.09 17.29 
25.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4.64 14.70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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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分析表（单选） 

题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合计 

26.对心理辅导室的使用情况

和满意度 

没用过，不知道 3271 54.39 

6014 
用过，满意 2139 35.57 

没有心理辅导室 558 9.28 

用过，不满意 46 0.76 

27.学校心理课开课的形式 

专门开设心理课 3321 55.22 

6014 

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838 13.93 

心理社团活动课 800 13.30 

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选修课 783 13.02 

其他形式开课 272 4.52 

28.学校心理课被占用情况 

从未被占用 3177 52.83 

6014 
偶尔被占用 1394 23.18 

没有心理课 1128 18.76 

经常被占用 315 5.24 

29.认为心理课的总体效果 

好 3626 60.29 

6014 
一般 1189 19.77 

不了解 1090 18.12 

差 109 1.81 

30.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总体效果 

好 3606 59.96 

6014 
一般 1258 20.92 

不了解 1047 17.41 

差 103 1.71 
 

由表 3 可知，在“对心理辅导室的使用情况和满

意度”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没用过，不知道”
（54.39%），说明部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较好

或学生可以自己调节而没有使用心理辅导室；另一

个方面选择“用过，满意”（35.57%）较之“用过，不

满意”（0.76%）的学生多了很大一部分，说明学生对

心理辅导室满意且使用率在实际情况中已足够；但

也有少部分表示“没有心理辅导室”（9.28%），说明

仍有学校缺少心理辅导室这一硬件设施。 
在“学校心理课开课的形式”之中，学校心理课

的开课形式主要以最高频的“专门课程”（55.22%）为

主，辅之以“社团活动课”（13.30%）、“选修课”
（13.02%）或“其他形式”（4.52%），但仍有一部分

学生表示“未开设心理课程”（13.93%），说明学校心

理课的开课形式不单一但仍有部分学校开课情况不

乐观。 
从“心理课被占用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学生

表示“从未被占用”（52.83%），说明学校及各科教师

对心理课的重视程度较高，但 “偶尔被占用 ”

（23.18%）、“经常被占用”（5.24%）的情况仍然存

在，说明部分学校未真正重视心理课，“没有心理课”
（18.76%）也占有少部分，说明部分学校开课情况

不好。 
从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课的总体效果”来

看，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示“好”（60.29%/59.96%），

说明大多数学生评价为好，其次是 “ 一般 ”
（19.77%/20.92%）、“不了解”（18.12%/17.41%）和

“差”（1.81%/1.71%），说明部分学校在心理健康教

育及课上开展不足。 
综上，学生对心理辅导室满意但仍有学校缺少

心理辅导室这一硬件设施；学校心理课的开课形式

不单一但仍有部分学校开课情况不乐观；学校及各

科教师对心理课的重视程度较高但部分学校未真正

重视及开课情况不好；大多数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及课的评价较好但部分学校开展不足。 
3.3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频率分布情况

（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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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分析表（多选） 

题 组别 人数 响应率% 普及率% 

3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信息的渠道 

学校的宣传 4533 30.68 75.37 
班主任普及 3983 26.96 66.23 
同学的介绍 2232 15.11 37.11 
自己主动了解 2209 14.95 36.73 
无意间了解 1146 7.76 19.06 
没有了解 671 4.54 11.16 

32.心理课的主要形式 

课堂讲授 4762 38.25 79.18 
看视频 2864 23.00 47.62 
游戏活动 2409 19.35 40.06 
上自习 1264 10.15 21.02 

没有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829 6.66 13.78 
其他 322 2.59 5.35 

33.对心理课的总体感觉 

有趣（内容有趣、形式多样） 4203 43.61 69.89 
有用（能解决生活或学习问题） 3942 40.90 65.55 

没有心理课 877 9.10 14.58 
无聊 350 3.63 5.82 

没有用处 265 2.75 4.41 

34.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总体感觉 

有趣（内容有趣、形式多样） 4166 43.57 69.27 
有用（能解决生活或学习问题） 3899 40.78 64.83 

没有心理课 869 9.09 14.45 
无聊 346 3.62 5.75 

没有用处 282 2.95 4.69 

35.遇到烦恼时，我通常求助的途径 

父母 4258 16.22 70.80 
同学 3736 14.23 62.12 
教师 3429 13.06 57.02 
朋友 3421 13.03 56.88 

自己调节 2929 11.15 48.70 
心理健康教师 2092 7.97 34.79 

书籍 2043 7.78 33.97 
网络 1309 4.99 21.77 

心理医生 1080 4.11 17.96 
亲戚 911 3.47 15.15 

心理委员 872 3.32 14.50 
其他 178 0.68 2.96 

36.学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但不向其寻

求心理方面专业的帮助的原因 

自己没有时间 2877 25.89 47.84 
害怕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 1566 14.09 26.04 
担心因此遭到他人歧视 1345 12.10 22.36 
害怕心理健康教师 1094 9.84 18.19 
没有心理健康教师 709 6.38 11.79 

不知道心理辅导室的地点 701 6.31 11.66 
其他 662 5.96 11.01 

对心理健康教师信任程度不高 621 5.59 10.33 
心理辅导室排不到时间 587 5.28 9.76 

不知道有心健康教育教师 576 5.18 9.58 
怀疑心理健康教师的能力 375 3.37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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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所在学校开展过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 

心理课 3758 15.60 62.49 
心理主题班会 3283 13.63 54.59 

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2652 11.01 44.10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栏 2592 10.76 43.10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小册子 1958 8.13 32.56 
心理建档 1840 7.64 30.60 

校园广播有心理健康知识传播 1748 7.26 29.07 
班群活动 1723 7.15 28.65 

校刊、校报有心理健康板块 1469 6.10 24.43 
校级大型活动 1265 5.25 21.03 
个体咨询 961 3.99 15.98 

没有开展过心理健康教育 643 2.67 10.69 
其他 194 0.81 3.23 

 
由表 4 可知，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信息的

渠道”中，首先是“学校宣传”（75.37%）、“班主任宣

传”（66.23%）和“无意间了解”（19.06%），说明绝

大多数学校、班主任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并校内环境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还有“同学介绍”（37.11%）

和“自己了解”（36.73%）等也说明学生会相互传播及

有主动关注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没有了解”
（11.16%），说明部分学校不够重视。 

在“心理课的主要形式”作为多项选择时，其中

选择“课堂讲授”（79.18%）的学生最多，说明讲授在

中小学课程中的主要方式；其次为“看视频”（47.62%）

和“游戏活动”（40.06%）和其他（5.35%），说明课

程形式有多样性；最后，“上自习”（21.02%）和“没
有开设心理课”（13.78%），说明部分学校不够重视。 

在“对心理课/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感觉”上，大

部分学生都认为是“有趣”（69.89%/69.27%）和“有用”
（65.55%/64.83%）的，说明大多数学生的评价偏向

积极面，但仍有少部分学生认为是 “ 无趣 ”
（5.82%/5.75%）和“没有用处”（4.41%/4.69%）的，

说明少数学生未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受益；“没有

心理课”（14.58%/14.45%），说明部分学校不够重视。 
在“遇到烦恼时，我通常求助的途径”之中，学生

更倾向于最直接的社会支持系统，其中“父母”
（70.80%）、“同学”（62.12%）、“教师”（57.02%）、

“朋友”（56.88%）和“自己调节”（48.70%）为常选，

但“心理健康教师”（34.79%）较低，说明部分学生对

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度不够，以及“心理医生”
（17.96%）、“亲戚”（15.15%）和“心理委员”（14.50%）

等人选较低，说明部分学生对这些人的信任不如直

接社会支持系统的人；仅部分人选择 “书籍 ”
（33.97%）、“网络”（21.77%）及“其他”（2.96%），

说明学生求助的途径种类多样。 
在“学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但不向其寻求心

理专业的帮助的原因”中，部分学生回应“没有时间”
（47.84%），说明学生课业过重，其次“害怕面对自

己的心理问题”（26.04%）、“担心因此遭人歧视”
（22.36%）、“害怕心理健康教师”（18.19%）及“怀
疑心理健康教师的能力”（6.24%）这四个选择说明

有学生自身原因所致，而“不知道心理辅导室地点”
（11.66%）、“心理辅导室排不到时间”（9.76%）、

“不知道有心理健康教师”（9.58%）、“没有心理健康

教师”（11.79%）及“其他”（11.01%）这五个选择说

明学校外部宣传不到位或学校资源有限。 
在“学校开展过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之中，各

选项都有部分同学选择，说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

展的形式多样，由高到低依次为“心理课”（62.49%）、

“主题班会”（54.59%）、“讲座”（44.10%）、“宣传

栏”（43.10%）、“宣传小册子”（32.56%）、“心理建

档”（30.60%）、“校广播站”（29.07%）、“班群活动”
（28.65%）、“校刊/校报”（24.43%）、“校级大型活

动”（21.03%）及“个体咨询”（15.98%），说明大部

分学校开展得较好但也有部分方式的总体比例偏低

使得学校开展单一，其中心理课占据重要地位，同

表 3-4 的结果中专门课程为主相一致；也有“没有开

展过心理健康教育”（10.69%），说明有的学校未落

到实处。 
综上所说，受重视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学校、

班主任、同辈、校内环境等多样化的渠道，但部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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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够重视而渠道少；心理课的主要形式是课堂讲

授，部分学校的课程形式呈现出多样性但有的学校

不够重视；大多数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及课的评价

偏向积极面，但有学生未从中受益或部分学校不够

重视；遇到烦恼时学生求助的途径种类多样，主要

途径是最直接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人们，但部分学生

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度不够；学生不向心理

健康教师求助的最主要原因是学生课业过重，也有

学生是自身原因所致和学校外部宣传不到位或学校

资源有限；学校开展过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多样且

大部分学校开展得较好，但也有部分方式的总体比

例偏低使得学校开展单一，有的学校未落到实处。 
3.4 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在各属性变量上的

频率分布情况 

表 5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学生性别上的分布（%） 

题 男（n=2981） 女（n=3033）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85.64 7.85 6.51 85.33 7.52 7.15 

2.课程表上有心理课 74.00 8.55 17.44 73.49 7.48 19.02 

3.开设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等课 75.14 12.11 12.75 73.59 10.55 15.86 

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73.80 12.38 13.82 69.67 13.42 16.91 

5.有心理辅导室 74.04 12.78 13.18 76.46 11.37 12.17 

6.定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74.74 12.24 13.02 75.24 11.80 12.96 

7.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72.26 13.69 14.06 73.13 14.67 12.20 

8.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 68.80 18.15 13.05 67.03 20.67 12.30 

9.提供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资料 71.79 13.49 14.73 67.85 16.16 15.99 

10.心理课有作业 47.94 14.32 37.74 43.92 13.81 42.27 

11.心理课有考核 52.10 16.47 31.43 47.94 17.61 34.45 

12.心理课有专门的教材 63.17 13.18 23.65 61.36 12.86 25.78 

13.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87.62 7.28 5.10 88.86 6.92 4.22 

14.教师针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家长沟通 78.66 11.91 9.43 78.34 12.56 9.10 

15.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相关心理引导 76.52 14.56 8.92 76.13 15.30 8.57 

16.各科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 86.68 8.62 4.70 86.94 8.74 4.32 

17.教师会帮助学生缓解考前压力 82.72 10.30 6.98 82.72 10.02 7.25 

18.学校心理课帮我解惑 73.87 13.38 12.75 72.01 14.41 13.58 

19.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帮我解惑 73.06 13.42 13.52 71.32 14.54 14.14 

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帮我解惑 70.31 14.73 14.96 69.30 14.97 15.73 

2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料帮我解惑 70.65 13.79 15.57 68.41 14.31 17.28 

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活动帮我解惑 72.90 13.69 13.42 70.99 13.58 15.43 

23.学科教师帮我解决到一些心理困惑 78.03 10.70 11.27 75.90 11.67 12.43 

24.有烦恼，有心理教师，我会去求助 70.78 11.71 17.51 70.46 12.46 17.08 

25.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5.95 13.85 10.20 73.36 15.53 11.11 

 
由表 5 可知，部分题在性别上的分布明显不均

衡，首先，大部分题在性别上分布较均衡，说明无论

男女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都有相近的了解程度；其

次，学校层面的题在性别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男
生”比“女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男生对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认知度和了解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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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学生层面的题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但其中

学生通过讲座和学习资料解惑及教师进行心理引导

这三题在性别上差异由显著到非常显著，表现为“男

生”比“女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男生从心理健

康教育效果中受益程度更高。总的来说，男生对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形式和效果的了解程度更高。 

表 6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学校性质上的分布（%） 

题 公立（n=5887） 私立（n=127）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85.87 7.54 6.59 67.72 14.17 18.11 

2.课程表上有心理课 73.96 7.81 18.23 63.78 17.32 18.90 

3.开设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等课 74.50 11.11 14.39 67.72 21.26 11.02 

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72.02 12.74 15.24 57.48 20.47 22.05 

5.有心理辅导室 75.71 11.92 12.37 54.33 18.90 26.77 

6.定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75.42 11.75 12.82 55.12 24.41 20.47 

7.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73.03 14.13 12.84 57.48 16.54 25.98 

8.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 68.18 19.26 12.55 55.12 26.77 18.11 

9.提供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资料 70.04 14.59 15.37 59.06 25.98 14.96 

10.心理课有作业 45.95 13.69 40.36 44.09 31.50 24.41 

11.心理课有考核 50.13 16.82 33.06 44.09 27.56 28.35 

12.心理课有专门的教材 62.56 12.82 24.61 48.03 22.05 29.92 

13.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88.53 6.86 4.60 74.80 18.11 7.09 

14.教师有针对学生心理状况和家长沟通 78.72 12.20 9.09 68.50 14.17 17.32 

15.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相关心理引导 76.44 14.86 8.70 70.87 18.11 11.02 

16.各科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 87.12 8.51 4.37 72.44 16.54 11.02 

17.教师会帮助学生缓解考前压力 82.67 10.11 7.22 85.04 12.60 2.36 

18.学校心理课帮我解惑 73.13 13.61 13.27 63.78 27.56 8.66 

19.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帮我解惑 72.41 13.71 13.88 61.42 26.77 11.81 

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帮我解惑 70.04 14.51 15.46 59.06 30.71 10.24 

2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料帮我解惑 69.78 13.83 16.39 57.48 24.41 18.11 

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活动帮我解惑 72.19 13.39 14.42 59.84 25.20 14.96 

23.学科教师帮我解决到一些心理困惑 77.24 10.99 11.77 63.78 20.47 15.75 

24.有烦恼，学校有心理教师，我会去求助 70.65 12.01 17.34 69.29 15.75 14.96 

25.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74.91 14.52 10.57 62.20 22.83 14.96 

 
由表 6 可知，大部分题在学校性质上分布不均

衡，首先，大部分题在学校性质上分布有差异，表现

为“公立”比“私立”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公立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更好；其次，学校层面的题在学

校性质上分布有差异，其中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

了解学生心理、讲座和心理辅导室、专兼职心理教

师及教材这七题在学校性质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

“公立”比“私立”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公立学校对

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和条件的认知度和重视程

度更高；然后，学生层面得题在学校性质上分布有

差异，其中教师关注学生心理、与家长沟通、重视学

习方法、进行心理引导、通过学习资料/普及活动/学
科教师解惑这七题在学校性质上分布有差异，表现

为“公立”比“私立”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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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效果的重视程度更高。总

的来说，公立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条

件、内容和效果的认知度及重视程度更高，但本研

究中在学校性质上由于分配极不均匀，故不具代表

性。 
 

表 7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学段上的分布（%） 

题 小学（n=2401） 初中（n=2115） 高中（n=1498）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80.13 10.75 9.12 86.34 6.67 7.00 92.86 4.21 2.94 

2.课程表上有心理课 65.85 12.37 21.78 72.53 6.62 20.85 88.12 3.00 8.88 

3.开设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等课 71.14 15.33 13.54 74.33 9.03 16.64 79.57 8.14 12.28 

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68.30 16.12 15.58 71.49 11.35 17.16 77.50 9.95 12.55 

5.有心理辅导室 60.02 17.12 22.87 82.17 10.64 7.19 89.92 6.01 4.07 

6.定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69.76 14.87 15.37 76.83 10.26 12.91 80.77 9.95 9.28 

7.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58.85 20.03 21.12 74.89 14.28 10.83 91.79 4.67 3.54 

8.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 55.60 24.11 20.28 73.00 18.11 73.00 80.44 13.75 5.81 

9.提供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资料 67.26 16.78 15.95 71.58 13.38 15.04 71.36 13.75 14.89 

10.心理课有作业 43.44 16.95 39.61 47.28 14.04 38.68 47.93 9.48 42.59 

11.心理课有考核 45.61 19.33 35.07 52.53 16.31 31.16 53.47 14.42 32.11 

12.心理课有专门的教材 54.81 17.12 28.07 63.64 12.29 24.07 72.23 7.48 20.29 

13.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87.96 7.00 5.04 87.52 6.81 5.67 89.72 7.68 2.60 

14.教师针对学生心理状况和家长沟通 76.13 11.66 12.20 81.04 10.64 8.32 78.70 15.42 5.87 

15.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相关心理引导 72.39 17.58 10.04 79.24 12.15 8.61 78.50 14.62 6.88 

16.各科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 83.97 10.12 5.91 89.31 6.81 3.88 87.85 9.01 3.14 

17.教师会帮助学生缓解考前压力 81.42 11.16 7.41 85.25 7.71 7.04 81.24 12.02 6.74 

18.学校心理课帮我解惑 68.64 16.53 14.83 73.48 12.86 13.66 79.04 11.15 9.81 

19.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帮我解惑 67.01 17.45 15.54 73.66 12.01 14.33 78.37 11.21 10.41 

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帮我解惑 66.10 17.66 16.24 71.02 13.19 15.79 74.03 12.68 13.28 

2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料帮我解惑 65.60 16.66 17.74 71.91 11.87 16.22 72.43 12.95 14.62 

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活动帮我解惑 67.35 17.03 15.62 74.61 10.87 14.52 75.50 12.08 12.42 

23.学科教师帮我解决到一些心理困惑 73.47 13.70 12.83 80.66 7.99 11.35 77.30 11.68 11.01 

24.有烦恼，有心理教师，我会去求助 67.51 13.74 18.74 73.62 10.92 15.46 71.36 11.08 17.56 

25.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67.51 13.74 18.74 73.62 10.92 15.46 71.36 11.08 17.56 

 
由表 7 可知，除心理课有作业这一题分布较为

均衡外，其余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首先，大部分

的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高中生”比“初中

生”比“小学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随着学段的

增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得更好；其次，学校层

面的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其中开展情况、了解

学生心理、心理课和心理辅导室、专/兼职心理教师、

教材这七题在学段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高中生”
比“初中生”比“小学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随着

学段的增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和内容

的了解程度更高，其中心理课内容和讲座形式这两

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高中生”比“小学生”
和“初中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高中生对心理

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认知度更高，其中资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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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课考核这两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

“初中生”和“高中生”比“小学生”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中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认知度更

高；然后，学生层面得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其中

通过心理课/教师/讲座解惑这三题在学段上分布不

均衡，表现为“高中生”比“初中生”比“小学生”更多得

选择“符合”，说明随着学段的增长，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效果更好，其中教师注重心理引导、重视学习方

法、针对性心理引导、通过学习资料/普及活动/学科

教师解惑、向心理健康教师求助这七题在学段上分

布不均衡，表现为“初中生”和“高中生”比“小学生”更

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小学在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内

容及效果的了解程度最差，其中教师关注学生心理

这一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高中生”比“小
学生”和“初中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高中对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的认知度更高，其中教师与家长沟

通和缓压这两题在学段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初中

生”比“小学生”和“高中生”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

初中在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和效果上开展更好。总的

来说，学段越高，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内容

和效果的了解程度越高。 
 

表 8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来源地上的分布（%） 

题 农村（n=2140） 城镇（n=978） 城市（n=2896）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74.44 13.88 11.68 83.95 7.36 8.69 94.16 3.21 2.62 

2.课程表上有心理课 62.43 13.46 24.11 70.65 8.49 20.86 83.15 3.83 13.02 

3.开设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课 62.94 17.15 19.91 70.86 10.53 18.61 83.98 7.29 8.74 

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60.47 18.60 20.93 67.28 13.39 19.33 81.53 8.53 9.94 

5.有心理辅导室 57.90 18.08 24.02 80.88 11.25 7.87 86.19 7.91 5.90 

6.定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60.79 18.13 21.07 70.55 13.50 15.95 86.98 7.01 6.01 

7.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57.85 20.05 22.10 73.62 14.01 12.37 83.36 9.91 6.73 

8.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 56.03 22.01 21.96 69.63 21.37 9.00 76.10 16.85 7.04 

9.提供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资料 60.56 19.35 20.09 64.52 17.08 18.40 78.42 10.74 10.84 

10.心理课有作业 39.49 17.20 43.32 44.58 14.62 40.80 51.10 11.57 37.33 

11.心理课有考核 40.23 22.10 37.66 48.16 16.46 35.38 57.84 13.50 28.66 

12.心理课有专门的教材 56.54 17.01 26.45 60.94 12.17 26.89 66.92 10.36 22.72 

13.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83.36 9.95 6.68 85.48 8.79 5.73 92.78 4.42 2.80 

14.教师有针对学生心理状况和家长沟通 70.51 15.00 14.49 75.87 15.24 8.90 85.29 9.19 5.52 

15.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注重相关心理引导 69.44 19.07 11.50 72.39 17.48 10.12 82.73 11.02 6.25 

16.各科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 79.91 12.62 7.48 86.61 9.00 4.40 91.99 5.66 2.35 

17.教师会帮助学生缓解考前压力 78.88 12.66 8.46 80.88 10.84 8.28 86.19 8.08 5.73 

18.学校心理课帮我解惑 62.94 19.91 17.15 68.10 15.75 16.16 81.94 8.84 9.22 

19.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帮我解惑 62.29 19.53 18.18 67.28 16.16 16.56 81.15 9.15 9.70 

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帮我解惑 59.81 20.89 19.30 64.52 16.87 18.61 78.97 9.70 11.33 

2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料帮我解惑 60.37 19.58 20.05 64.21 15.75 20.04 78.07 9.39 12.53 

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活动帮我解惑 61.96 19.81 18.22 67.48 14.11 18.40 80.80 8.91 10.29 

23.学科教师帮我解决到一些心理困惑 67.99 15.93 16.07 74.95 11.25 13.80 84.25 7.67 8.08 

24.有烦恼，有心理教师，我会求助 62.57 15.61 21.82 67.28 14.31 18.40 77.69 8.74 13.57 

25.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66.03 17.85 16.12 73.11 15.54 11.35 81.53 12.09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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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所有题均在来源地上分布不均衡，

首先，大部分题在来源地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城
市”比“城镇”比“农村”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城市

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度更高；其次，学校层

面的题在来源地上分布不均衡，除教材这一题在来

源地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城市”比“农村”和“城镇”
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城市学生对心理健康教材

的了解程度更高，其余大部分题在来源地上分布不

均衡，表现为“城市”比“城镇”比“农村”更多得选择

“符合”，说明城市比城镇比农村学生对心理健康教

育重视、内容、形式和条件的了解程度更高；然后，

学生层面的题在来源地上分布有差异，除教师注重

心理引导、缓压、通过讲座/学习资料/普及活动解惑

这五题表现为“城市”比“农村”和“城镇”更多得选择

“符合”，说明城市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和效果

的了解程度及受益程度更高，其余题分布有差异，

表现为“城市”比“城镇”比“农村”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城市比城镇比农村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和

效果的了解程度及受益程度更高。总的来说，城市

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内容、形式、条件和效

果的了解程度更高。 
 

表 9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在学校所在地上的分布（%） 

题 城市（n=3391） 区县（n=1449） 乡镇（n=1174）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94.04 3.30 2.65 80.19 10.28 9.52 67.29 17.12 15.59 

2.课程表上有心理课 84.16 4.34 11.50 63.22 9.59 27.19 56.64 16.70 26.66 

3.开设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课 84.64 7.84 7.52 63.08 14.08 22.84 58.60 17.97 23.42 

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82.13 9.08 8.79 60.46 15.67 23.88 55.54 20.53 23.94 

5.有心理辅导室 86.35 8.23 5.43 71.84 12.91 15.25 47.44 22.15 30.41 

6.定期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 86.85 7.31 5.84 64.11 15.67 20.22 54.17 21.12 24.70 

7.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 84.22 9.58 6.19 67.29 17.18 15.53 46.08 23.76 30.15 

8.有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师 77.26 16.13 6.61 62.53 22.57 14.91 47.53 25.04 27.43 

9.有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学习方法资料 78.80 11.03 10.17 59.90 18.08 22.02 56.05 21.81 22.15 

10.心理课有作业 53.52 11.24 35.24 35.54 16.15 48.31 36.71 19.68 43.61 

11.心理课有考核 59.54 13.77 26.69 38.99 19.19 41.82 36.03 23.85 40.12 

12.心理课有专门的教材 69.65 10.38 19.96 53.76 13.73 32.51 51.36 19.76 18.88 

13.教师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 92.63 4.63 2.74 84.75 9.04 6.21 79.90 11.84 8.26 

14.教师针对学生心理状况和家长沟通 85.58 9.41 5.01 70.88 16.08 13.04 67.46 15.67 16.87 

15.各科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心理引导 83.13 11.47 5.40 69.01 19.05 11.94 65.67 19.85 14.48 

16.各科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 91.74 5.90 2.36 83.09 10.90 6.00 77.17 13.97 8.86 

17.教师会帮助学生缓解考前压力 86.99 8.20 4.81 77.71 12.22 10.08 76.58 13.29 10.14 

18.学校心理课帮我解惑 82.34 9.11 8.55 62.80 18.22 18.98 58.26 22.40 19.34 

19.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帮我解惑 81.54 9.38 9.08 62.80 18.36 18.84 56.73 21.89 21.38 

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帮我解惑 79.53 10.26 10.20 60.32 18.50 21.19 53.41 23.59 23.00 

2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资料帮我解惑 78.89 9.53 11.59 59.14 18.15 22.71 55.28 22.06 22.66 

2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普及活动帮我解惑 81.83 8.82 9.35 60.59 18.22 21.19 57.33 21.89 20.78 

23.学科教师帮我解决到一些心理困惑 84.58 7.73 7.70 70.12 13.94 15.94 63.37 17.80 18.82 

24.有烦恼，有心理健康教师，我会去求助 78.18 9.35 12.47 62.80 13.53 23.67 58.43 18.23 23.34 

25.教师对处境不利学生给心理引导 81.78 12.27 5.96 68.18 17.18 14.63 62.01 18.65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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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9 可知，所有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

异，首先，大部分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不均衡，表

现为“城市”比“区县”比“乡镇”更多得选择“符合”，说
明城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得更好；其次，学校

层面的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不均衡，其中开展情

况、了解学生心理、课程和心理辅导室、专兼职心理

教师这六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城
市”比“区县”比“乡镇”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城市

比区县比乡镇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和条

件的了解程度更高，其中课程和资料内容、讲座、心

理课作业/考核/教材这六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

差异，表现为“城市”比“区县”和“乡镇”更多得选择

“符合”，说明城市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形式

的重视程度更高；然后，学生层面的题在学校所在

地上分布有差异，其中教师关注学生心理、与家长

沟通、注重心理引导、重视学习方法、通过心理教师

/讲座/学科教师解惑、针对性心理引导这八题在学校

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表现为“城市”比“区县”比“乡
镇”更多得选择“符合”，说明城市比区县比乡镇学校

在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和效果的重视程度更高，其教

师帮助缓压、通过心理课/学习资料/普及活动解惑、

向心理教师求助这五题在学校所在地上分布有差异，

表现为“城市”比“区县”和“乡镇”更多得选择“符合”，
说明城市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受益程度更高。

总的来说，城市比区县比乡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

视、内容、形式和效果的重视程度及受益程度更高。 
综上，男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形式和效果

的了解程度更高；公立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重视、

形式、条件、内容和效果的认知度及重视程度更高；

学段越高，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形式、内容和效果

的了解程度越高；城市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内容、形式、条件和效果的了解程度更高；城市比区

县比乡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内容、形式和效

果的重视程度及受益程度更高。 
4 分析与讨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学生对心理健康

教育实施情况的评价有如下特征： 
4.1 多数中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

评价较好 
由表 2 可知大多数中小学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开展的内容、形式、途径及效果评价较好。源于大

多数学校都在按照相关政策落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学生能从中获益，进而作出积极面的评价。 
4.2 男生比女生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

况 
由表 5 可知男生比女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

展的内容、形式和效果评价更好。源于在中小学校

中男生问题较多，更受教师关注，故男生更能从中

获益。 
4.3 公立比私立学校的学生更了解心理健康教

育的实施情况 
由表 6 可知公立比私立学校学生对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开展的重视、形式、条件、内容和效果评价更

好。源于公立学校需落实相关政策指导、专业队伍

建设，且有固定场地及经费保障等作为支持，使得

学生更能从中获益。 
4.4 高中生比初中生和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 
由表 7 可知高中生比初中生比小学生对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内容、形式、途径和效果评价更

好。因高学段学生的升学压力越高，越受到社会关

注，学校投入得越多，使得高学段学生更能从中获

益。 
4.5 来自城市比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对心理

健康教育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 
由表 8 可知较之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城市学

生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重视、内容、形式、条

件和效果评价更好。源于城市各类资源更好，使得

城市学生从小耳濡目染并培养了自己了解心理健康

教育的意识。 
4.6 城市学校的学生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学生

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 
由表 9 可知城市比区县比乡镇学校学生对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重视、内容、形式和效果评价

更好，与前人研究中的农村心理健康教育相对落后

相似[2]。因位于城市的学校有地理、经济、资源等优

势而开展得更好，学生更能从中获益。 
4.7 部分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 
在学生层面，由表 5 可知女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了解不足，而这些女生因不了解也许会对心理健

康教育产生误解，而主动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

性就不足，较少能从中获益；由表 7 可知，小学生



洪显利，刘冬霞                                         川渝地区中小学生关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 13 - 

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了解不足，其中小学生的感知和

思维方式还不成熟，对大部分事件都未能体现出积

极性；从表 8 可知，城镇和农村学生对心理健康教

育了解不足，学生个人所处环境导致学生自信心不

如城市学生，而缺乏自信又会使他们积极性不足；

从表 9 可知，乡镇学校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了解不

足，有环境、资源、经济落后于城市和区县的原因，

此情况也会导致学校不重视导致学生积极性低。 
4.8 部分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

不当 
由表 4 可知，学生遇到烦恼不常选择向心理健

康教师求助，其中有各种借口、宣传不到位、为建构

正确认识等原因，未能向心理健康教师积极主动求

助。各中小学要么没有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而未能

发挥效用，要么让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做非专业的

教学任务，要么过度使用心理健康教师资源使得教

师职业满足度不高，要么有很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

而未受到重视、学校宣传不到位等都使得学校对心

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 
4.9 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于形

式 
由表 3 可知部分学校开课情况不乐观；由表 4

可知部分学校不够重视而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的渠道

少，使得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而致使学生对其总

体效果评价不太好。教师相较于学生虽更了解相关

工作，但仍有教师认为表面重视流于形式和重视不

够，一是由于教师的不够理解，二是学校的重视程

度有所欠缺，三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为了应

付上级检查，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以便帮助到学生

的问题，四是学校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虽多样，

但在具体实施中体现出不均衡，教材、经费、心理

课、领导重视程度、升学、工作任务、学生配合度、

教师专业性等问题都发挥着影响。 
4.10 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

欠缺实用性 
从表 4 可知心理课的主要形式是课堂讲授，部

分学校的课程形式呈现出多样性但有的学校不够重

视；表 3 可知学校心理课的开课形式不单一，但部

分学校开课不乐观，学校心理课形式虽已呈现出多

种化，但未彻底覆盖、内容不够有用/有趣使得课程

效果一般、被占用或学生未能得到帮助的问题。与

前人研究中学生最想从心理课中得到调节心理的实

用方法的期望一致[8]。在心理课的实际操作中，常出

现主题不明、内容涵盖过多使得学生的感悟不足，

设计不合理使得学生在心理课中不知道做了什么，

重预设轻生成等问题。 
4.11 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室使用率低 
由表 3 可知，学生对心理辅导室满意但仍有学

校缺乏心理辅导室这一硬件设施。虽几乎所有学校

都设有正规不正规的心理辅导室，诸多原因导致部

分学校的心理辅导室流于形式、成为摆设，如并不

是每个学校都会积极筛选学生、宣传学校心理辅导

室功用或未培养学生以此种方式寻求心理帮助的意

识。同前人研究中所说心理咨询作为主要途径，能

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心理问题[7]。心理辅导室仍然存

在硬件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完善、专职教师配备不

齐、重视不够、监管不力、师生缺乏正确认识等诸多

问题。 
4.12 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

度不够 
由表 7 可知，学段越高越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得

开展，低学段的学校即小学开展得较差，说明在学

段上开展、地域、经济、资源情况不均衡，与前人研

究中的结论开展不均衡一致[1]，则低学段的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有很大进步空间。因我们普遍认为高中

生的学业压力和初中生的心理问题，小学生较之这

两学段的学生更轻松、各方面压力更小而忽视低段

的心理健康教育。 
4.13 乡镇、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

于城市学校 
由表 8 可知，与城市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相比，乡镇和区县学生的意识较落后，与前人研究

中农村心理健康教育落后的结论相似[2]；也由表 9 可

知，学生认为城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优于区县、优

于乡镇，学校在乡镇和区县更落后。但因城市在各

方面的设施配置、教育资源、重视程度上更好，城市

学生在此环境下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而川渝地

区的区县和乡镇在配置上略逊于城市，也有很大的

改进空间。 
5 结论 
为了掌握川渝地区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并

提出应对策略的目的，开展了对该地区中小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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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学校间差异情况的研究及该地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多方面的调查工作，结果显示，川渝地区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情况特征如下：多数中

小学学生对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情况评价较好；

其中男生比女生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公立比私立

学校的学生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情况；

高中生比初中生和小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更了解；

来自城市比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更了解；城市学校的学生比区县和乡镇学校的学生

更了解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状况；部分学生接

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不足；部分中小学校对心

理健康教师资源的使用不当；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开展流于形式；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

不彻底且内容欠缺实用性；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辅导

室使用率低；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

力度不够；乡镇、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

后于城市学校。 
6 展望 
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应用于各地区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中，其中出现了部分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

积极性不足；部分中小学校对心理健康教师资源的

使用不当；部分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流于

形式；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课覆盖不彻底且内容欠缺

实用性；部分中小学校心理辅导室使用率低；小学

和初中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力度不够；乡镇、

区县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学校等问

题。本研究中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相关教

育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支持、引

导和监督，并协调各地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

学校进一步积极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加大对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心理辅导的

作用、鼓励学科教师在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师进一步加强心理课的建设以提升教育

实效性、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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