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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飞 袁媛 李静琴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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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建立

“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建立“一生一
策”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是现实所需，满
足了学生心理健康预防、教育与干预的个
性化取向，也是筑牢学生心理健康防线、
助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许多
学校并没有真正建立“一生一策”学生心
理健康档案。学校建设“一生一策”学生
心理健康档案需兼顾科学性、全面性、发
展性和现实性，在确保科学的基础上，将
人工智能与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际相结合，
建立起全面、系统、动态更新的学生心理
发展档案。

将心理健康档案拓展为学
生心理发展档案

在一些学校，“一生一策”心理健康
档案建设的最初逻辑起点是为了预防学生
心理危机事件而进行的心理障碍与疾病筛
查，如抑郁筛查等。这一预防危机的工作
逻辑导致当前学校所建设的心理健康档案
带有明显的问题特征与障碍倾向。

诚然，这样的档案在学生心理健康服
务系统建设初期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学生心理发
展的个性化需求逐渐增强，以心理障碍和
疾病筛查为主的医学化取向并不利于学校
心理健康工作的日常化与系统化。因此，
学校“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需从特殊
性心理疾病筛查向日常性心理健康检测拓
展，用建设更全面系统的学生心理发展档
案构建起预防、教育、筛查、干预、治疗
的体系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校家社协
同心理健康服务的信息底座。

策略上，一要系统转变家长观念。将
心理健康档案建设拓展为学生心理发展档
案，并在原有障碍疾病筛查基础上增加优
势潜能评估、抗逆力、压力适应力追踪等
正向维度。通过家长学校等渠道向家长进
行心理健康科学普及，系统化提升家长对
心理健康的科学认知，更新全社会的心理
健康观念，为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创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二要实现从重点建档到全
员建档。面向全体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
案，将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推向常态化和全
员化，此过程也会促进全社会对心理问题
的认识，普及积极的心理健康观，降低家
长对心理健康建档与筛查的抵触情绪。三
要建立档案数据分层保密制度。各部门应
制定科学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管理责任制
度，明确各级各类部门以及家长和教师在
档案建设、调用、分析与管理方面的规范
工作机制，消除家长对学生心理发展信息
隐私泄露的担忧，增强其参与建立心理健
康档案的意愿。

用分散科普检测代替集中
生硬普查

想要建设完整的学生心理发展档案，
需要从过去对抑郁等重点心理障碍的单一
筛查拓展为对学生认知、情感、社会性、
价值观等心理维度的评估，以及对学生家
庭与社会生活背景进行更全面的信息掌
握，这就必然包含大范围的学生心理测量
信息收集。因此，需要优化学生心理测评
的信息收集方式，将集中收集转变为分散
收集，将刚性、显性收集转变为柔性、隐
性的测量。

策略上，学校可以用家庭教育知识科
普学习的方式，在科普中通过各主题学习

检测的方式代替曾经的集中生硬的普查，
实现学生心理发展档案建设与心理健康科
学知识的普及双目标。

江苏省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在南京
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校家社协同心育团队的
指导下，运用“家教科普融合式心理测量
法”，在帮助家长科学认识孩子心理发展
特点的同时，收集孩子心理发展的相关动
态信息并建档。团队根据学生发展的不同
心理维度设计家庭教育指导视频微课程，
给全体家长发放知情同意书，讲解此次科
普课程目的以及同步讲解相应检测题的价
值和信息收集的保密性，增进家长对相关
信息收集意义的理解。如建设学生情绪心
理发展档案时，学校在公众号、班级群定
时推出“家庭教育情绪心理系列微课”每
日一讲，并在微课前请家长填写 10 至 20
题的儿童情绪量表，家长、学生做完后一
起观看微课。这样的科普融合式测量法能
有效减轻家长和学生集中填答上百条题目
的压力，也对家长进行了系统的家庭教育
主题指导，可谓一举多得。

用动态全面档案代替静态
片面筛查

现实中，学生心理发展是动态变化的
过程，学校需协同家庭以及其他各部门合
作构建起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的动态更新机

制。在建设学生心理发展档案时，要努力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时刻到点”
的三维协同模式。

在横向上，需要统筹协同校家社多
部门进行全面档案建设。在纵向上，需
要推进中小幼学生心理发展一体化档案
建设，构建“档随人走”学段衔接的工
作机制，确保各学段心理发展档案的顺
畅衔接。在关键时刻上，要重点加强开
学季、考试季、毕业季等特殊节点的心
理筛查以及每天上下学、每周一和周末
的重点时段反馈。

要做到跨领域、跨部门协作，又要
减轻教师负担实现信息的及时更新，提
升信息反馈时效，这是一个难题。在人
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通过人工智能
代替传统方式，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

一方面，要制定标准化流程与协作手
册，明确 各 部 门 在 信 息 收 集 、 分 类 干
预、管理、家校社协同中的具体操作规
范和操作流程。另一方面，开发各部门
可实时查看的安全可靠的数字化档案平
台。“一生一策”的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建
设需要与时俱进，有条件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要主动担当，各部门协同积极整
合 相 关 高 校 、 科 研 院 所 和 科 技 企 业 资
源，开发适合本地区的学生心理发展档
案 建 设 系 统 ， 以 实 现 筛 查 、 建 档 、 更
新、评估等环节的自动化。此外，还要
通过权限分配，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
上将与学生心理发展相关的各部门的力
量 统 筹 起 来 ， 形 成 纵 向 衔 接 、 横 向 覆
盖、实时联动的心理发展动态档案。

总体而言，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
生一策”需要建立科学全面、部门协同、
动态更新的学生心理发展“一生一档”，
以达到预防前置，教育前移，早识别、早
发现、早干预的目的。

（作者殷飞系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副教授，袁媛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博士研究生、贵阳学院教师，李静琴系
江苏省昆山市陆家中心小学校校长。本文
系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战略性与政策性重
大招标课题“新时代中小学生抗逆力培育
的体系建构与实施路径研究”［A/2023/
c12］ 的阶段性成果）

“一生一策”的心理健康档案怎么建
阳光 崔钰婷

去年深秋巡视校园时，那棵高大
的黄葛树下堆积的落叶和空荡的长
椅，让我们陷入沉思。这片树阴本应
是孩子们的乐园，为何利用率不高？
我们追求的景观，似乎与孩子们的真
实需求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一个
念 头 逐 渐 清 晰 ： 让 这 沉 默 的 绿 阴

“活”起来，成为滋养心灵的课堂。
我们决定做减法，拆掉冰冷的不

锈钢护栏，移除整齐划一却疏离的灌
木丛，围绕那棵最茂盛的黄葛树做文
章。第一步，铺设透气的木质平台和
符合孩子身高的环形座椅，确保舒适
安全。第二步，在树干巧妙嵌入几盏
可调节亮度的柔和阅读灯，解决树阴
下光线不足的问题。第三步，也是点
睛之笔，在低矮枝丫悬挂小巧的“诗词
风铃”和“自然谜语”木牌。改造完成
后，一个开放、友好、充满书卷气和探
索趣味的树阴阅读区诞生了。

这个决策源于一个朴素的教育理
念：最好的学习环境，是孩子愿意主
动亲近并沉浸其中的地方。一片能
坐、能玩、能读、能思的树阴，远比
一片仅供观赏的精致草坪更有育人生
命力。1.2 米高度的环形座椅、触手
可及的木牌、柔和安全的灯光，这些
细节决定了空间是否真正属于孩子。
树阴的光影会变化，落叶会飘零，小
动物会“闯入”，这正是最真实、最
宝贵的自然课堂。

改变悄然发生。课间和午后，这
里成了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去处。孩子
们抱着心爱的图书，三三两两坐在木
椅上，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阳光透
过摇曳的叶隙洒下光斑，微风拂过，

“诗词风铃”轻轻作响。
一位语文教师兴奋地说，她带学

生在这里上了堂“落叶写意”课，孩
子们观察飘落的黄葛树叶，触摸叶脉
的纹理，嗅闻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写出的文字充满了前所未
有的灵动与真切。科学教师则把“树叶的秘密”搬到了树
下，孩子们捡拾不同形态的落叶，探究叶绿素的变化、叶柄
的结构，抽象的生物学知识在真实场景中变得鲜活。

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自发的小场景：两个孩子头碰头，
争论着木牌上谜语的答案；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把写满心事
的落叶投入我们设置的“树洞信箱”；几个男孩屏息凝神，
观察蚂蚁在树根处忙碌的身影。这片树阴，不再仅仅是纳凉
之所，它成了文学灵感的触发点、科学探究的实验室、情感
表达的树洞、专注力培养的静心角。

我们知道，黄葛树不再仅仅是校园里的一处风景，而是一
个充满情感温度的育人场域。因为，最好的教育，往往发生在
真实的教育场景之中。

（作者阳光系重庆市忠县拔山镇中心小学校校长，崔钰
婷系该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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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宁 乡 市 梅 花 初 级 中 学 以
“五有四化”主题式教学为创新引擎，

构建起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新生态。
这一融合先进理念与实践智慧的教学
模式，激活了课堂生命力，为区域教
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念领航：解析“五有四
化”育人体系

“五有四化”主题式教学包括“有
趣、有用、有理、有魂、有效”的育
人内核与“知识结构化、结构问题
化、问题情境化、情境生活化”的实
践路径，让课堂成为知识传递与生命
成长的共同体。

“五有”聚焦提升课堂的温度与深
度。“有趣”强调通过生活化情境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英语课上，
教师以“暴风雨中的社区救援”为背
景开展角色扮演活动，学生在模拟急
救中学习应急语言。“有用”注重知识
与生活的联结。例如，地理手工展
中，学生制作湘西吊脚楼等模型，理
解自然环境对建筑文化的影响，实现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有理”
以问题链驱动思维进阶。例如，语文
课上，学生围绕 《孔乙己》 中的“笑
与悲的共生”展开辩论，剖析人物困

境。“有魂”强调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
透。例如，在化学实验中融入绿色化
学理念，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有
效”通过分层教学实现学生的差异化
发展。例如，数学组设计“基础+拓
展+挑战”分层作业，“成长档案袋”
记录学生思维进阶的轨迹。

“ 四 化 ” 重 构 教 学 流 程 。 一 是
“知识结构化”，如历史学科的“时间

轴+思维导图”、数学学科的“概念—
公式—应用”体系；二是“结构问题
化”，如生物课上“病毒”课程教学
中的“大小之谜—传播路径—预防策
略”设问；三是“问题情境化”，如在
英语阅读教学中以“孙悟空冒险故
事”激活学生学习兴趣；四是“情境
生活化”，如“探究生石灰消毒奥秘”

综合实践课上组织学生走进农田动手
操作，让学习从“解题”走向“解决
问题”。

实践深耕：推动“五有四
化”理念落地生根

梅花初级中学以“研—赛—展—
评”一体化机制为抓手，将“五有四
化”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行为，
形成全员参与、全学科覆盖的改革生
态。

师资培养注重“研训结合”，通过
常态化校本研修与“青蓝工程”双向
发力。每周“五有四化”专题教研会
聚焦教学难点，教师依托 《“五有四
化”研修手册》 记录备课思路与教学
反思，形成“实践—反思—优化”的

成长闭环。青年教师在教学“二氧化
碳的性质”后，针对“实验演示占比
过高”的问题，在后续课程中增加

“小组合作设计灭火器”环节，学生参
与度显著提升。“青蓝工程”通过师徒
结对、示范课观摩与片段教学竞赛加
速青年教师成长。

赛课与展示活动成为理念实践的
核心载体。每年 4 月的“五有四化”
片段教学竞赛要求教师在 15 分钟内集
中呈现理念要素。地理教师王婷在

“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开发与保护”课程
中，通过“世界地图拼图”构建知识
结构，以“角色扮演辩论”探讨开发
策略，实现了“知识结构化”与“问
题情境化”的深度融合；语文教师赵
力叶的“文言文断句复习”课程以

“趣味挑战赛”激活课堂，展现了“知
识结构化—结构问题化”路径；数学
教师宁璨的“直接开平方法”课程以
生活问题为起点，诠释了“情境生活
化—结构问题化”逻辑。在 2025 年片
段教学竞赛中，30 余名青年教师展现
出“情境化设计”与“问题链构建”
的核心能力。

学科实践与评价改革拓展育人维
度。地理手工展“走进世界各地的
家”中，呈现了 300 余件民居模型，
每件作品标注了“地理环境—建筑特
点—文化内涵”，成为“情境生活化”
的注脚；物理创意秀上展示了自制发
电机、万花筒等，将科学原理转化为
可感知的成果。评价体系以 《课堂观
察量表》 为核心，从四大维度的 20 项

指标量化课堂质量，结合学生成长档
案的多元记录，实现对学习过程的全
周期追踪。

成果绽放：推动学校教育生
态变革

“五有四化”教学改革的持续推
进，让梅花初级中学实现了从“知识
课堂”到“生命课堂”的质变，师生
在共生共长中收获了丰硕成果。

教师专业成长显著加速。学校成
功申报两项省级课题，教师发表相关
论文 20 余篇，在教学竞赛上获市级以
上奖项 50 余人次。语文教师赵力叶的

《孔乙己》 教学案例获评省级优秀课
例。

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学科素
养监测优秀率提升 25%；在科技创新
大赛中获奖 180 余人次；“太阳能充电
装置”获省级表彰；学生自主策划地
理手工展；跨学科实践“校园水资源
调查”中，学生提出的节水建议被学
校采纳。

随着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学
校先后接待了 20 余批次市域内考察
团，并积极向其分享办学经验。

（宁乡市梅花初级中学校长 戴喜
强 副校长 高享彪）

湖南省宁乡市梅花初级中学

践行“五有四化”理念
构建高品质育人课堂

张家口市是红色察哈尔文化的核心
区域，是白求恩精神的践行地，也是冬
奥文化的交汇地。位于张家口市的河北
北方学院将“红色察哈尔文化、白求恩
精神、冬奥文化”凝练为“三张文化名
片”，将“三张文化名片”作为“三色
土”，为广大师生夯筑了通向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五彩路”。

顶层设计凝聚育人共识

文化育人，规划先行。河北北方
学院将“三张文化名片”工程置于学
校发展的战略高度。2023 年 2 月，学
校党委全体会议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13336”发展思路，即明确“一个定
位”、锚定“三大目标”、打造“三张
文化名片”、推进“三项改革”、实施

“六项重点工程”，并将“打造‘三张
文化名片’不懈怠”确立为核心任务
之一。

为确保蓝图落地，学校构建起一
套系统化的推进体系。2023 年 12 月，
学校党委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红
色察哈尔文化、白求恩精神、冬奥文
化“三张文化名片”工程建设方案》，
为工程建设提供了指导。2025 年，学
校第四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强调，要

“实施校园文化提质行动计划”，将

“三张文化名片”的丰富内涵有机融入
大学文化建设，打造特色文化育人品
牌。

组织保障是推动工作的关键。学
校高位统筹，于 2025 年 4 月分别依托
马克思主义学院、医学部和校团委，
成立了红色察哈尔文化、白求恩精
神、冬奥文化 3 个传承创新中心。各
中心主任由 3 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担
任，负责研究阐释、活动策划与品牌
塑造工作。同时，设立“三张文化名
片”主题活动周，将红色察哈尔文化
周、白求恩精神周、冬奥文化周分别
定于每年 9 月、12 月和 5 月，形成了
学校统筹、中心发力、院系协同、师
生广泛参与的生动局面。

用活资源夯实育人根基

“三张文化名片”不仅是历史的馈

赠，更是亟待开发的育人富矿。学校
着力对这些宝贵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
系统活化。

在 学 术 研 究 方 面 ， 学 校 积 淀 深
厚。围绕红色察哈尔文化，已出版

《红色察哈尔 （1921—1949） 》 等 19
部专著，其中不乏荣获河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的力作。学校同样重视
校史编研，《河北北方学院校史印迹》
等百万余字的史料与正在编纂的“三
张文化名片”丛书共同构筑起坚实的
文化基石。

为了让静态的资源“活”起来，
学校搭建起内外联动的平台。依托张
家口历史文化研究院，汇聚校内外专
家学者，形成了“社会平台+专业院
系+社会组织”的协同研究模式。通
过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专项思政课
题、开展口述校史活动等方式，不断

吸纳前沿研究成果，让“名片”故事
常讲常新。

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被系统整理
并下发至各二级单位，引导广大师生
学史、知史、讲史，将爱校情、报国
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多元实践拓宽育人路径

为了让“三张文化名片”真正走
进师生心田，学校探索出一条全方
位、立体化、沉浸式的育人路径。

将课堂作为育人主阵地。马克思
主义学院倾力打造“行知马院”思政
品牌，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
程中生动讲述“三张文化名片”的鲜
活故事，同时推动其核心元素融入各
类学科课程，实现“门门有思政，人
人讲育人”的良好生态。

将校园环境化为活教材。从博奥

体育馆、白求恩雕像，到红色诗壁、
冬奥健身步道，校园内的每一处景观
都成为无声的课堂。校史馆、图书
馆、美术馆常年开放，主题展览不
断；校内主干道路旁，印有“三张文
化名片”元素的道旗迎风招展，让师
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

将实践融入“大思政”格局。学
校精心设计了 3 条特色研学路线，即

“张家口市内办学旧址寻根线”“察哈
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研学线”“白求
恩精神教育线”，引导青年学子在实地
探访中深刻体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
与崇高精神。

与此同时，学校结合重要时间节
点举办的文化节庆活动、通过网站与
新媒体矩阵推送的专题文章，共同构
建了一个线上线下联动、课内课外互
补的文化育人网。

强化担当擦亮育人品牌

“三张文化名片”工程的深入实
施，为河北北方学院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能，育人成效日益彰显。

发展共识持续凝聚。以“三张文
化名片”为精神内核的“13336”发展
思路，已成为学校师生的普遍共识和
行动指南，汇聚起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的巨大力量。

先锋队伍不断壮大。一批优秀教
师将践行教育家精神与传承“三张文
化名片”紧密结合，成为学生的榜
样。在他们的带动下，学生党员、入
党积极分子数量持续攀升，学生社团
和志愿者群体成为校园里活跃的文化
传承力量。

人 才 培 养 质 量 显 著 提 升 。 近 年
来，学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本科生
初次就业率和考研升学率保持在较高
水平。

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前沿迈
进。河北北方学院正以“三张文化名
片”为精神坐标，坚定文化自信，勇
担育人使命，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
行。

（陈韶旭 刘明河 倪熙茁）

“三色土”夯筑“五彩路”
——河北北方学院“三张文化名片”工程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