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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家长越来越注重学生的教育，而在当前的教育环境和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学生的身心健

康开始出现问题。在当前的学生群体中，大多数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这是一直以来学校和家长所忽视的。因此，在今后学

生的学习生涯，家长和学校应该更多地关注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面对学生的心理危机，学校与家长也应做出一定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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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生的健康成长既离不开家庭教育也离不开学校教育，在学生

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和老师除了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身体健康

情况外，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由

于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使得大多数学生出现了心理危机，这与学生

的原生家庭关系较大，因而家长应与学校联合共同对学生进行心理

干预。故本文将深入探究学生心理危机的家校协同干预路径。

1 学生心理危机家校协同干预的重要意义

1.1 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对学生心理危机进行家校协同干预，可以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学校越来越注重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并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一部分[1]。而家长与教师对

学生心理危机开展协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学生的管理方

式，并改变了学生与家长长期以来的相处模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危

机家校协同干预可以降低学生发生危机事件的概率，从而减少相应

的安全风险，这大幅度地提高了危机干预效果，同时让学生受伤的

心灵感受到了温暖。学生心理危机的家校协同干预大幅度减轻了学

生的心理压力，并改善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这对学生的身心健

康发展十分有利。

1.2 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对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家校协同干预，还能够为学校创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家校协同育人模式可以使家长作为参与者对学校的各

项工作提建议或意见，这时学校将会结合学校的实际工作情况采纳

学生家长的建议和意见，从而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

家校协同育人模式还能够使家长作为见证者监督学校的各项教育工

作，这样会让学校内的学生直接受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

校的教育氛围[2]。另外，家校协同育人模式还使家长作为传播者对

学校进行了一定的宣传，家长通过接触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会深入了解学校对学生的关爱，且会在社会上对学校进行正面宣传，

通过家长之间的口口相传使学校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口碑，这样

可以激励学校不断改善教育环境，学校领导也会对教师有更高的要

求，从而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案，提高教学质量。

2 学生心理危机的家校协同干预路径

2.1树立家校协同管理意识

家长和学校在对学生共同进行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应该树立正

确的协同管理意识，由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关系着学校的办学质

量，也影响着每个家庭的幸福指数，因而对学生进行健康的心理干

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共同职责，这一点需要教师和家长达成

共识。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学习《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精神

卫生法》等政策性文件来加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另外，学生家长和

学校教师要有共同的育人目标，这样才能在合作时更加顺利，学生

出现心理危机是家长和教师都不愿看到的现象，当学生心理出现问

题时，家长会与教师统一战线，双方共同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这

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干预学生的心理危机。此外，教师与家长在对

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协同干预时，要有明确的分工意识。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进行积极的引导在实际行动中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学

校教师和学生家长只有在进行干预时分阶段、分层次地开展育人工

作，且在引导学生的心理发展时各司其职，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使家

校协同干预发挥应有的作用[3]。

2.2制定家校协同管理机制

对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家校协同干预，还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家

校协同管理机制。心理危机育人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帮助学生

成长成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只依靠学校的力量不足以帮助

学生进行心理康复训练，因而学生家长需要参与到对学生的心理引

导中来。教师应在周末或放假时邀请学生家长来学校共同制定针对

有心理危机学生的专业成长计划。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每个学校

都开设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可以利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的资源为学生家长进行专业的指导，要首先转变部分学生家长的传

统教育观念，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成绩转变到既关注学生成绩

又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教师和家长要在共同制定的管理机制

中对学生进行有规律有方法的引导，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走

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打开学生的心门。另外学校在征得家长的同意

且在不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情况下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勤工助学的

机会，同时在学校内创办学生会，让学生竞争学生干部。通过这样

的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可以锻炼自

己的实践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对于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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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发展有很大帮助[4]。另外，学校在让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

过程中，也为家长创造了更多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机会，从而使

学生心理危机的家校协同干预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2.3 创建家校协同管理平台

要让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在进行协同干预时保持密切沟通，就

需要创建家校协同管理平台，在日常的沟通与交流中保持信息共享，

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心理危机进行家校协同干预。当前我国的信

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因而学校可以利用互联网为教师与家长建立

起沟通的桥梁，学校管理部门可以建立学校的官方网站，并为教师

创建专门账号，同时让学生家长也自行创建账号，这样学生和家长

便可以通过学校的官方网站进行信息共享。在学校官网中管理人员

要专门设立学生心理危机家校协同干预模块，并在此模块下设置交

流区，这样教师可以随时在交流区发布学生在校情况，从而使学生

家长能够对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及时了解。另

外，教师也可自行通过微信建立班级交流群，这样便于学生家长在

群里交流，教师同样可以将学生的日常情况发在微信交流群中，学

生家长可以通过群消息及时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在创建好家校协

同管理平台后，教师和家长应形成常态化的沟通模式，教师可以利

用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给学生家长分享一些解除学生心理危机的相

关知识，并在协同管理平台中及时更新学生的档案[5]。除此以外，

学校针对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安排专人与其家长进行单独联系，相关

负责人要与家长随时保持沟通，并在必要的时候开展专项家访活动，

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使学生的心理得到进一步的健康发展。

2.4与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要解除学生的心理危机，使家校协同干预呈现出良好的干预效

果，除了要树立家校协同管理意识、制定家校协同管理机制、创建

家校协同管理平台之外，还要建立与相关医疗机构的合作关系。毕

竟当学生出现健康问题时还要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建议，这样才能

帮助学生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因而学校内部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不

能只是摆设，要邀请专业的心理健康专家担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顾问，同时与相关医疗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当学生出现轻微

的心理健康问题时，可以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去学校的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进行咨询。而当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严重时，学校的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可能无法彻底解决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时，教

师可以与家长一同带领学生前往相关的医疗机构，寻求更加专业的

医生的帮助。

总结

本文首先简单叙述了针对学生心理危机家校进行协同干预的重

要意义，通过学生心理危机家校协同干预有利于学生今后的身心健

康发展，同时能够为学校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其次本文详细探讨

了学生心理危机的家校协同干预路径，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要树立

家校协同管理意识、制定家校协同管理机制、创建家校协同管理平

台。另外学校还要与相关的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样才能

使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在共同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时发挥出其应有

的效果，同时会对学生将来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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