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家校医社”
四方联动的医教结合模式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一、项目背景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根据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全球10至19岁年

龄段的青少年中，约有七分之一（14%）的青少年正遭受

精神障碍的困扰，并且该比例呈上升姿态。儿童青少年心

理行为问题逐渐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

生问题和社会问题。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正式出台，提出15个重大专项行动，其中包括心理

健康促进行动和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健康中国行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明确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行动方案，其中

强调，各级卫生健康、教育等部门要依托精神卫生医疗机

构、学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心理行为问题与

精神障碍，开展早期识别与干预研究，推广应用效果明确

的心理干预技术和方法。

武汉市探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医教结合模式，

建立“家庭—学校—医院—社会”四方联动机制，围绕“找

得准、转得快、治得好、回得顺”，畅通儿童青少年心理



行为问题早期识别、及时转介、精准干预、顺利返校通道

，提升心理健康教师对重点学生的干预能力，提升学生及

家长的心理健康素养，切实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

展。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医教结合工作统筹谋划

2021年9月28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与武汉市教育局联

合举行“武汉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医教结合试点项目”

启动仪式，成立武汉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医教结合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医教结合工作。武汉市心理医院与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共同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

，形成月度例会制度，确立8所试点学校。同时与武汉大学

健康学院联合开展心理测评量表开发、项目评估与研究，

保障项目专业性与科学性。

（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医教结合模式落地见效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组建由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

师等组成的30人专业队伍，通过心理健康动态监测、搭

建就诊绿色通道、心理危机干预协同响应、教师心理技能

培训督导和心理健康科普宣教等举措，落实儿童青少年心

理问题和精神障碍的预防与干预工作，让有心理问题的儿

童青少年识别得准，通过绿色通道转介得快，在医疗机构

治疗得好，康复后返校回得顺利，全方位提升儿童少年心

理健康水平。



（三）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分级分类进行干预

武汉市心理医院与试点中小学校建立“点对点”心理

问题转介通道，8所试点学校各配备一名精神科联络医生

。保障学生享有便捷、优质的就诊绿色通道服务。开设“

学生心理门诊”，特设立夜间和周末门诊，方便学生和家

长就医。对严重焦虑、抑郁、学习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学

生，家长、学校老师可转介至心理卫生机构进行诊断和评

估。医院对需要干预的学生制定分级、分类干预方案，集

合专业力量帮助学生尽早得到康复。当学生康复后，在学

校班主任和医疗机构精神科医生的评估下，帮助学生正常

复学。

（四）开展心理宣教进校园，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立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成长特点，武汉市心理医院联

合试点学校大力推进心理服务进校园。面向教师、家长和

学生群体开展系列专题讲座与科普活动，涵盖学生成长阶

段的心理特点、常见心理问题和危机识别、心理疾病去污

名化、良好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的构建等多方面内容。联

合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知识、资讯

、政策宣传，提升大众知晓率。推进“家庭—学校—医院

—社会”四方联动，携手筑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

三、项目成效

（一）掌握武汉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



为全面掌握武汉市儿童青少年心理特点和心理健康

水平，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展中小学校学生、家长、教师心

理健康测评。2021—2022年，完成10所中小学校和2所中职

学校的学生、家长、教师心理测评3万余人，形成个体和总

体心理测评报告反馈学校。基本摸清武汉市中学生心理健

康素养知识水平达标率、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睡眠障碍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等本底。结合测评结果和教师

反馈，对高风险学生安排联络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开

展一对一评估诊断，协助学校建立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

（二）建立心理危机干预协同响应机制

制定中小学心理危机干预流程，组建危机干预专家团

队24小时响应提供危机干预。2021—2022年，针对四起学

生心理危机事件，迅速组织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团队

赶往学校，对受影响的学生、教师分级分类开展团体危机

干预和个体干预，将危机事件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受到

学校及行政主管部门的好评。

（三）建立教师心理技能培训及督导机制

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需求出发，组织心理专家

对学校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等有关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含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常见心理疾病的识别及处理、团体

心理辅导等）和团体心理督导，着重提升心理教师及班主

任的心理辅导能力、危机识别和危机预防等专业操作技能



，指导教师解决心理辅导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自

2021年9月开始，组建医疗卫生机构心理督导师团队，对专

兼职心理辅导教师开展每两周一次的长程团体心理督导，

提升心理教师专业服务能力。

（四）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校园

对8所试点学校心理教师开展质性访谈，深入总结学校

心理服务需求清单，定制化设计学生、家长、教师三类群

体的培训课件15个。组织百余场心理健康进校园讲座，服

务中小学生、家长、教师6万人次。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云课堂13讲，累计播放超1.4万人次。针对家庭养育过程

中的亲子关系问题，依托武汉市社会心理服务行业协会，

邀请国内知名心理专家举办线上讲座12场，观看达5万余

人次。举办六一儿童节“手拉手心相伴，心连心共成长”

心理健康主题宣传活动，300余人参加。制作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宣传折页，面向全市基层单位、中小学校发放30

余万份。制作科普短视频、音频、海报等作品，在各媒体

平台播放宣传，科普作品获得武汉市科技局、武汉市医学

会、湖北省健康科普大赛等多项奖项。

四、经验与启示

目前中小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存在学生心理问题识别

能力不足、转介不够通畅、干预不够及时、心理援助协同

性不足等问题，专职心理教师数量不足，家长心理健康意识

偏低，医疗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机构间联络协调机制不



健全，资源缺乏有效协同与整合。这些问题为深入推进儿

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早期识别、精准干预、随访支持等工作造

成不利影响，不利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为此，我

们提出探索武汉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医教结合模式

，旨在解决中小学校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学生识别难、转介

难、回校难问题，降低中小学校危机事件发生率，提升教

师心理辅导专业能力，促进学生及家长的心理健康素养。

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监测、畅通就诊绿色

通道、危机事件协同处置、教师心理辅导能力提升、家长

和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促进五个方面持续发力，将武汉市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医教结合经验转化为公共卫生政策

，动员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维护中小学生心身健康，促

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