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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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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

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学生心理危机事件进行及时响应和

处理。

01

心理咨询服务

提供个体和团体心理咨询，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增强心理

素质。

02

心理健康教育

开展心理健康课程和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心理

健康意识。

心健部职能简介



上学期共接待个体咨询200人
次，团体咨询10场次，咨询

满意度达到90%。

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危机干预

开展心理健康周活动，包括讲
座、工作坊、心理测试等，参
与学生人数超过500人。

成功处理3起心理危机事件，
及时给予学生心理支持和援助

。

上学期工作总结回顾



拓展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增加心理健康课程和活动多样性，针对不同年级和

专业的学生需求，设计更具针对性的教育内容。

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建立心理危机预警系统，加强与学校其他部

门的协作，提高心理危机干预的及时性和有

效性。

提升心理咨询服务质量

加强咨询师团队建设，提高咨询服务专业水

平，确保咨询满意度达到95%。

下学期工作目标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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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规
划



每周一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涵盖情绪管理、压
力应对、人际关系等主题。

每月一次心理健康主题讲座，邀请专业人士分享
心理健康知识和经验。

每学期一次心理健康测评，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为后续活动提供依据。

常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安排



特色主题活动设计及实施方案

设计“心理健康周”活动，包括心理健康知识竞赛、心理影片展映、心理
健康主题班会等。

实施“心理成长计划”，通过团体辅导、个体咨询等方式，帮助学生解决
心理问题，提升心理素质。

开展“心理互助小组”，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支持、分享经验，形成良好的
心理互助氛围。



制作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册和海
报，张贴在校园显眼位置。

利用学校公众号、广播站等
渠道，定期推送心理健康知

识和活动信息。

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培训
班，提高师生对心理健康的重
视程度和自我保健能力。

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宣传活动



危机干预机制建立与完善

01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重点关注学生进行跟踪

辅导。

02

设立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为学生提供24小时心理支

持和援助。

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流程，确保在发现学生心理危机

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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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辅导服务
提升策略



1

2

3

开发并推广线上预约平台，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

行预约，减少等待时间和咨询拥堵现象。

推行线上预约系统

建立详细的预约登记制度，记录学生基本信息和

咨询需求，以便咨询师提前了解背景，提高咨询

效率。

完善预约登记制度

设立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为学生提供即时的情

感支持和初步咨询，缓解紧急情况下的心理压力。

设立咨询热线

咨询预约流程优化措施



组建专业团队

聘请具有心理学背景和相关经验的咨询师，确保提供专业、高质
量的咨询服务。

定期培训与交流

组织定期的咨询师培训和交流活动，分享经验和案例，提高团队
整体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鼓励继续教育与进修

鼓励咨询师参加心理学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和培训课程，不断更新
知识和技能，提升个人和团队的专业能力。

咨询师团队建设与培训计划



为每位学生建立心理咨询档案，记录咨询过程、建议和跟进情况，
以便持续关注和评估咨询效果。

建立个案档案

对接受过咨询的学生进行定期回访，了解咨询效果及学生需求变化，
及时调整咨询策略。

定期回访与跟进

鼓励学生提供对咨询服务的反馈意见，及时收集和处理学生的建议和
投诉，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反馈机制优化

个案跟踪反馈机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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