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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天河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天河区 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对区教育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经费开展绩

效评价。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的通知》（教基一〔2012〕15 号）《关于加强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粤教思〔2007〕42 号)等文

件精神，经区政府审议通过，区教育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广

东省晴朗天心理职业培训学校提供本次心理服务，为相关学校提

供心理咨询、心理援助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服务，保障区属公办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有效开展，提升天河区学校的心理

健康水平。

（二）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 10 号、卫

生部令第 1 号)、《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广东省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指引》（粤

教思〔2016〕2 号）等文件的指导意见，区教育局编制了《天河

区区属中小学心理医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按照方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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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三）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天河区区属公办中小学

校医和心理医生服务项目方案的通知》精神，项目为区属公办中

小学校提供心理咨询、心理健康知识普及等心理援助服务，建立

健全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增强师生及家长心理健康意识，提

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来源为区财政资金，区教育局设立专项资金“区教

育局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经费”，2022 年年度预算 2562500 元，

按合同支付 25652500 元，执行率为 100%。

（五）项目实施情况

心理医生服务项目工作顺利实施，设立了部门联席会议，联

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

负责统筹、协调和推进实施工作。学校与提供服务的单位共同对

派驻校医和心理医生定期进行双向考核，作为其职称评聘、年度

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区属公办中小学校提供心理咨询、心理

健康知识普及等心理援助服务，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增强师生及家

长心理健康意识，有效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协助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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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提炼与总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经验，汇编成一系列的工作指导手册，形成天河区校园特色心

育模式。总体完成状况良好。

（二）绩效完成情况

1.项目实施期间，能按要求完成学生心理筛查工作、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个体咨询工作、学生团体辅导工作、心理健康课及

讲座、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工作、协助开展学校心理节活动等，

有效促进学校心理健康各项工作。

2.重视心理医生团队的督导培训工作。项目积极开展各类培

训与督导。包括岗前集中培训、日常培训及督导、案例督导、分

组朋辈督导、其他相关培训。同时，定期参与天河区中小学案例

督导培训。

3.重视服务团队的管理。编订了指引全体心理医生学校工作

和日常管理制度的《项目工作指导手册》，考核评估采取项目团

队和各学校双向评估的方式，保障了项目工作的有序实施。

三、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心理工作获得服务学校肯定。由学校填写《校方反馈

表》，校方评价均分为 9.80，其中共 180 个校区给出满分评价，

6 个学校授予驻校老师表扬信或荣誉证书。

（二）打造幸福教育联盟。依托各学校幸福驿站开展幸福教

育。依托幸福驿站，打造特色品牌——“幸福之旅”双师课程。

通过心理老师与班主任合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形式，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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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心理健康教师不足、科任教师心理专业能力不足、学生心理

课程安排不足”的现状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三）形成了“一个团队服务每一所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模式。创造机会让每个人发挥特长，加强团队协作，让每一

个学校享受的心理服务资源最大化，进一步提升心理服务的质量。

（四）在项目各项活动组织与实施的基础上，提炼与总结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经验，汇编成一系列的工作指导手册，形成天

河区校园特色心育模式。

四、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心理医生专业能力需提升。在每位心理医生负责多所

学校的工作模式中，每个心理医生需要负责整个学校心理工作的

开展，心理医生工作压力大，导致在一些心理工作中完成情况并

未达到预期，如针对家长及教师的心理健康工作。

（二）心理教师的工作量大。目前心理健康教育已呈现学科

化趋势，很多学校已将心理健康课纳入课程大纲，心理老师的职

责未有清晰的界定，导致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安排时，难

以平衡工作量

（三）关于重点学生的跟进、家校协作及转介方面，心理工

作的推进受阻。诸如危机学生、休学学生的跟进方面，原因主要

为家校合作不够紧密，家长的配合度不高，还有未有完善的指导

措施，资源有限，学校专业心理老师不足、转介的渠道缺乏、社

区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导致重点学生的跟进未能深入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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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建议

结合项目实施的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鼓励各校在配齐配强心理专职教师的同时，加强心

理健康 AB 证培训力度，鼓励专兼职教师在专业领域继续深耕细

作。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力度，继续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工作室

基础教育访问学者遴选与培养项目，争取在成果凝练方面高质量、

多产出，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二是建议督促学校建立每月一次的心理危机学生、疑难案例

的校级督导培训。由学校行政主持，班主任、心理老师交流案例，

专家提供分析与督导建议，消除学校老师在面对部分个案的无力

感，提升班主任老师面对疑难案例的信心。

三是建议继续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实《广州市中小

学家访工作指南（试行）》，推动学校加强校家社一体化建设，统

筹各种家校沟通渠道，丰富学校指导服务内容。

四是建议完善《天河区心因性问题休学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

指引》，探索因心理疾病休学或长期请假学生心理支持工作机制，

提高对该类学生的校园管理及关心关爱质量。

五是建议进一步规范心理危机个案的转介与干预。针对患病

学生难以坚持治疗情况，进一步做好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

等阶段的个案移交、跟进与支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