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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心灵之门，沐浴爱的阳光。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也是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以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育为抓手，积极落实“治未病”理念，突出抓好机制化、科学化、全员化、社会化“四化”建设，努
力提高工作实效，培育阳光心态，呵护健康成长，为全市118万未成年人编织了一张呵护心灵的网。

编
者
按

77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朱朱 雯雯
NINGBO DAILY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2323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本版文字 张 昊

市 第 七 中 学 的 前 身 是 创 办 于
1947 年 的 鄞 县 私 立 大 中 学 校 。
“‘大’有丰富博大之意，‘中’有
中正和谐之意，教育是心灵的耕耘，
亦是梦想的启迪，我们希望每一个七
中人在教育学习实践中汲取丰富知
识，成就博大情怀；拥抱远大梦想，
建设和谐世界。”学校负责人表示，
这一切的前提是孩子们拥有健康的身
体和心理。因此，学校高度重视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

市第七中学在教育实践中对“积
极心理学”中的“积极人格”开展本土
化、校本化的研究，构建“心育+”大德
育体系，确立了符合初中生心理特点、
符合七中学子实际的七种积极心理品
质，即象征“审美与修养”的红色、“勇
敢与坚持”的橙色、“自信与坚强”的黄
色、“仁爱与感恩”的绿色、“好奇与探
索”的青色、“正义与责任”的蓝色、“理
想与热情”的紫色，推进“七彩梦想教
育”。

同时，学校以心理学的视角完善
学校管理、教职工队伍、德育、教学
等建设；以心育为主线，将心理健康
教育结合学校日常德育专题活动、共
青团少先队活动、社会实践等，逐步

形成了系统的“心育+”的大德育体
系。

特别是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突破
了以个体咨询为主的模式，采取以团
体活动为主、个体咨询为辅，并紧扣
七彩心育的积极心理品质，创设了

“四馆三中心”。依托大中校史馆，结
合学校优良历史传统，培育学生的
浩然正气，以达到“正义与责任”
的教育意图；大中篆刻艺术馆，以“审
美与修养”的积极心理品质为主题，
开展团队活动；大中科技桥梁博物馆
的展品，以地方特色为基础，运用科
学知识设计创作桥梁模型，在寓教于
乐的快乐氛围中，达 到“ 好 奇 与 探
索”的教育目的；大中茶文化馆以浓
厚的古典风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仁爱与感恩”的教育；大中体
艺 训 练 中 心 以“ 勇 敢 与 坚 持 ”为 核
心 ，广 泛 开 展 各 种 体 育 、艺 术 类 别
的 训 练 和 竞 赛 ，陶 冶 学 子 的 情 操 ；
大中图书阅览中心藏书十万余册，
浓浓书香，散发着“理想与热情”的
气 息 ；心 理 健 康 指 导 中 心 配 置实
用、先进、安全、性价比高的设备设
施，为七中人的梦想插上“自信与坚
强”的翅膀。

市第七中学——

构建“心育+”大德育体系

“让专业的人员做专业的事
情”，我市不断加强专业人员队
伍建设，提高业务能力。各地从
卫生、教育、民政等系统挖掘合
适人选，统一调配担任心理健康
辅导中心负责人。市级指导中心
每年组织两次以上的各级机构专
兼职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培训。邀
请国内外知名心理专家来甬讲
学，为专业人员提供实习平台。

目前，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指导中心配备未成年人心理专家
10 人，心理健康宣讲员 15 名，
拥有国家 3 级以上咨询师资格的
专业人员 120 余名。依托宁波市
心理健康促进工程心理专业人才
库，组建了 36 人的专业管理队
伍、490 人的区县 （市） 心理咨

询队伍和2949人的心理知识宣传
队伍。通过建设宁波市心理咨询
师培训学校，举办了29期心理咨
询师培训班，培训了2110人。

各级学校也逐步配齐心理健
康教育专职教师，完善中小学心
理教育教师职务评聘办法，每
年暑期举办 2000 人以上的培训
班，并组织参加省 ABC 级心理
健 康 教 育 上 岗 资 格 证 书 考 试 。
目前，全市有 2 万余名教师获得
该证书，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
65%。

依托 81890 志愿服务招募平
台 ， 我 市 招 募 有 专 长 的 医 生 、
大学生、企业职工等，参与社区
宣传、热线接听、特殊群体帮扶
等公益性服务，还组建了由国家

级、省级、市级等共35名专家组
成的市级专家团队，承担全市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专兼职人员、学
校教师、志愿者培训等工作任
务，在突发灾害期间，第一时间
组织实施心理干预，有效缓解未
成年人心理压力，发挥了巨大作
用。

我市注重引导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社会化推进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工作，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
的良好氛围。我市编印了少年儿
童心理健康科普读物 《儿童心
理健康 100 问》，拍摄了 《小爱
的故事》《爱·沟通》 等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教育影视片，举办
了“阳光心灵·快乐成长”百
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知识宣讲

活动，还邀请 220 名专家、学者
参加市、县两级宣讲团，利用
中小学校心理健康辅导室、家
长学校、亲子辅导学校、假日
学校等阵地，开展专业知识宣
传。今年，已举办 250 多场宣
讲，受众超 3 万人。我市还组织

“绿丝带志愿者”心理健康公益
服务项目，利用“世界孤独症
日”“六一儿童节”“抑郁症筛
检日”等特殊日子开展大型广
场宣教义诊活动。市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还与市检察
院、市救助管理站等合作，分
别开展犯罪未成年人、未成年受
害人、流浪未成年人等心理支持
项目，为特殊群体提供及时的心
理矫正和疏导。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业务能力

近年来，我市机制化推进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强化责任
意识，构建长效机制。成立了由
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工作的意见》，研究
制订了 《宁波市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 育 示 范 区 创 建 三 年 行 动 计
划》，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
列入全市思想文化建设、文明创
建等工作的重点内容，纳入市政
府年度十项民生实事工程，推进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

此外，我市加强经费保障，
加大财政投入，市文明办、市卫
计委每年划拨一定经费用于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场地建设、专业人
员培训等方面，形成政府财政拨
款、社会力量投入的多元化经费
保障格局。

“呵护孩子心灵的网”，在宁
波编织得越来越密。我市构筑起
市级、区县 （市） 级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指导中心、学校 （社区）

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室 （站） 三级
网络，为全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目前，宁波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指导中心拥有1500平方米专
用工作场所，配设心理热线室、沙
盘治疗室等标准设施。去年，中心
门诊量达 1.5 万人次，心理咨询、
治 疗 有 效 率 达 60% ；10 个 区 县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都按照建设服务标准，对人员
配置、场地设施、心理热线等方面
进行严格规范，制定了热线接听、

志愿者管理和危机干预等一整套
制度，确定了心理咨询服务、心理
危机干预等工作流程，确保区县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
有序、规范建设运行，目前年门诊
量超过 8 万人次；同时，整合社会
资源，在各中小学校和社区普遍
建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联
络点，重点做好未成年人团体心
理辅导、家庭教育培训及早期发
现转介工作，目前全市 82%的学
校和 65%的社区完成了辅导室

（站）标准化建设。

编织“呵护孩子心灵”三级网络

关注孩子心灵 呵护健康成长

81859666，“拨一拨，我就乐乐
乐”，这个电话号码从谐音上看就充
满快乐，这是宁波市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指导中心整合百合网、12320 心理
援助热线等 20 余条热线后开设的 24
小时在线的“阳光心理热线”，是我
市面向未成年人心理咨询的窗口。

拨拨电话就能倾诉心事，“阳光
心理热线”已经成为全市解决儿童和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最便捷的服务平
台。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底，“阳光
心理热线”接听电话 24406个，总服
务时长275632分钟。

“接线员都是专业的心理咨询
师，同时也是宁波市心理咨询师培训
学校的学员，具备国家三级以上心理
咨询师资格。”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指导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还对“阳
光心理热线”志愿者开展一月一次的
培训、督导，同时协助市教育局组织
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员培训。

走进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
心，就像进入了一个惬意的小乐园。
沙盘室里摆放着数万个各色的人物、
动物造型的玩具。这些玩具将帮助咨
询师在游戏过程中发现来访者的困扰
和问题。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治
疗前，来访者如果有较深的创伤体
验，摆放的沙盘内容就会偏离现实生

活较远，而且包含阴暗、血腥的场
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治疗
师可以从沙盘中识别出，他的社交生
活是否已接近正常。像这样的未成年
个体沙盘治疗，中心每年开展 500 多
人次，目前治疗人数已达3000人。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成
立八年来，通过咨询热线、网站、QQ、
微博等方式，免费帮助家长、孩子解
决学习压力大、青春期困惑、网络成
瘾、人际沟通有障碍等心理困扰，还
走进学校、社区开讲座，组织心理健
康辅导教育，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
供服务。数据显示，2016年，未成年人
的门诊量有 1 万多人次。今年截至 9
月底，未成年人的门诊量已达 6398
人。

近来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
机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在洪灾等
自然灾害发生后，市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指导中心也第一时间派出专家前往
现场，对受灾的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
进行心理干预。中心负责人告诉记
者：“当个体遭遇重大灾难，特别是
未成年人，内心紧张会不断积蓄，容
易进入失衡的危机状态。如果一个孩
子在经历危机事件之后，不做心理干
预，很可能会留下心理创伤，影响孩
子以后的社会适应能力。”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守护心灵家园

鄞州区下应街道海创社区是我市
单 体 面 积 最 大 的 社 区 ， 目 前 入 住
3288 户，常住人口近万名。社区以
年轻家庭为主，未成年人很多，而且多
集中在0岁到9岁。海创社区因此特别
注重未成年人工作，依托专业的公益
团队打造了未成年人心理教育基地
——“小蚂蚁6号空间”。

“亲子心理安全教育馆”“心灵方
块”“艺趣空间”“小蚂蚁城堡”“王
应麟童蒙养正学堂”“葵葵鱼悦读
坊”……海创社区为不同年龄段的未
成年人量身打造 6个心理教育服务品
牌及 6 大空间，通过紧密相连的 6 大
空间，设计 6大主题服务品牌，每周
六定期开展相关活动，让海创每一个
小朋友可以成为勤劳勇敢、积极向
上、互帮互助、永不言弃的“小蚂
蚁”。

“亲子心理安全教育馆”通过地
震体验平台、脑电波情绪监测等一系
列人机交互设备，向孩子们讲述如何
克服恐惧、调节情绪、火场逃生、预
防溺水等心理安全教育及减灾避险技
巧；“心灵方块”通过心理沙盘等专
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设施和工具，定期
邀请心理咨询老师开设交互式、体验
式、辅助式的心理辅导，提升未成年
人的自我概念、人际关系、个人心智
成长、自信心的健康形成；“艺趣空

间”引入在欧美有近百年传统的植物
辅助疗法，通过植物为载体，积极设
计不同治疗内容，选择不同场所、植
物种类和园艺工具，促进孩子身体发
育，增强认知能力和责任感，提高合
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小蚂蚁城堡”
提供各类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书籍及阅
读空间，邀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定期
给有需求的幼童作心理疏导；“王应
麟童蒙养正学堂”将学习传统文化与
现代积极心理教育相结合，坚持在海
创小朋友发蒙阶段给予最重要的养正
教育，开设国学经典课程，培养其树
立正确良好的价值观；“葵葵鱼悦读
坊”是社区与浙江万里学院出版系推
出的未成年人服务品牌，组织义工、
图书管理员、心理咨询师，为社区的
家长和孩子们选择适当的读物，根据
阅读内容和他们进行交流，帮助他们
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情，从而预防或
治愈心理疾病。

海创社区负责人表示，他们结合
社区居民人数多、人群特质多元、需
求多样的特点，与教育、卫计等部门
和高校开展紧密合作，把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专家引进来，把有先进科学心
理健康理念的服务项目做起来，把免
费服务未成年人隐私的服务制度树起
来，把“儿童应该得到成人的爱”的
观念宣传到每户居民家里。

海创社区“小蚂蚁6号空间”——

培养积极向上的“小蚂蚁”

海创社区海创社区““小蚂蚁小蚂蚁66号空间号空间””。。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活动。 市第七中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图片均为市文明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