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汇总8
篇)

游戏策划需要对市场动态保持敏感，及时调整策略，以适应
玩家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如果你正在进行一项营销策划工
作，那么下面的范文和案例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一

根据国家卫健委20年1月27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有关要求，合肥市教
育局发布了全市中小学20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通知，要求学
校组织心理教师指导师生加强心理防护工作，引导师生和家
长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合理安排休闲与学习活动，学会自我
调节与放松，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应对疫情。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二

（一）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以减轻疫情
所致的学生心理伤害、保障学生健康成长、促进校园环境和
谐为前提，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情况，及时调整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重点。

（二）针对不同人群实施分类分级干预，干预过程中严格保
护学生的个人隐私，避免实施帮助者和受助者再次创伤。

三、干预方案

（一）工作目标

1、积极预防、减缓疫情给学生带来的不良心理影响。

2、为在疫情中受影响的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3、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

4、继续做好重点关注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管理工作。

（二）工作内容

1、了解受疫情影响的各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根据所掌握的
信息，及时识别高危学生，避免极端事件发生。

2、综合应用各种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并与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相结合，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3、做好心理中心重点关注学生的管理和干预工作。

4、指导和支持辅导员、班主任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三）干预对象

根据受疫情影响程度，将干预对象分为四级，干预重点从第
一级学生开始逐步扩展，一般性宣传教育覆盖到第四级学生。

第一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学生；

第四级：受到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区健康学生、心理易感
学生等。

（四）针对不同级别学生的危机干预要点

第一级学生：此类学生容易出现麻木、否认、愤怒、恐惧、
焦虑、抑郁、失望、抱怨、失眠、攻击、孤独、恐慌、绝望、
濒死感、无助感等心理特点，工作原则为支持、安慰，及早
评估自杀、自伤和攻击风险，注重情感交流，增强治疗信心，
鼓励使用心理热线等干预方式。

第二级学生：此类学生容易出现侥幸心理、躲避治疗、怕被



歧视，或焦躁、过度求治、频繁转院等心理行为特点，工作
原则为减压、减少应激为主，鼓励尽早求治、正确防护。

第三级学生：此类学生容易出现担心被感染、担心家人、过
度疲劳和紧张，甚至耗竭，焦虑不安、失眠、抑郁、悲伤、
委屈、无助、压抑、面对患者死亡挫败或自责等心理特点，
工作原则为宣教、安慰、减少焦虑为主，鼓励规律作息，鼓
励拨打心理热线进行专业咨询。

第四级学生：此类学生容易出现恐慌、不敢出门、盲目消毒、
失望、恐惧、易怒、攻击行为和过于乐观、放弃等心理状况，
干预以健康宣教为主，正确提供信息及进一步咨询服务的信
息，指导其积极应对，消除恐惧，科学防范。

（五）工作预案

1、学生返校前

（1）开通抗疫心理网络咨询服务，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中心自2020年1月30开通网络心理咨询热线，针对受疫情影响
而导致出现不良情绪的同学提供服务。

（2）加强与辅导员班主任的联络和对接工作

为辅导员班主任提供抗击疫情学生心理服务工作指导，组织
辅导员班主任对受疫情影响的四级学生进行摸排，对有需要
进行心理援助的学生进行电话预约安排，通过采取网络咨询
的方式开展具体工作。

（3）加大网络宣传和网课教育力度，传播科学知识

心理中心专职教师利用心理委员微信群、qq群，每天更新、推
送防范疫情的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三

借助微信公众号，进行疫情心理防护知识宣传与教育，针对
性推出并转发权威发布的有关疫情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相
关信息，并组织各学院及时转发推送，引导师生做好“抗
疫”防护。

（二）开通抗疫情心理专线

1、学校热线。我校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紧急开通心理服
务热线，热线电话及各号码对应服务时间已于“”微信公众
号公布，我校师生如有需要均可拨打。

2、扬州热线。有需要的师生也可拨打扬州市24小时疫情应对
心理援助热线。

注意：扬州市热线服务主要针对因肺炎疫情出现较为紧急状
况、急需情绪缓解人群，如您情况尚可，请将时间留给更需
要的人。

（三）开通网络心理疏导

我校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对应心理服务热线，开通网络
心理疏导“qq”在线服务，并通过各院心理辅导员公布给全校
师生。

（四）组织人员，网络培训

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校级及院级大学生心协成员、
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晴联络员进行疫情心理危机预防和干
预线上培训，认真学习教育部司政司组织的《高校心理援助
热线》和《大学生心理应激与应对》专题讲座、中国科协发
布的《疫情传播期间心理防护指南》等文件，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专职教师的心理危机防护干预能力，增强师生心理自助、



朋辈互助能力，充分发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
预警防控体系作用，相互支持，传递正能量。

（五）启动危机干预机制

发布《致全校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启动“宿舍心晴联络
员-心理委员-心理辅导员-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四级联
防联控体系，组织宿舍心晴员及时填写《宿舍心晴联络表》，
由心理委员进行学生心理动态每周统计，并上报至心理辅导
员，由心理辅导员对需要帮助的学生开展初步心理疏导，及
时干预。

（六）做好开学后学生心理辅导和咨询工作

采用大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心理测评平台，对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状况普测，同时进行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对于筛选
出的需要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个体，组织开展心理疏导与干
预、跟踪回访，定期提交心理测试及干预回访报告。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四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学生心理状况，为更好帮助全校学
生以更积极的心态投入开学复课后的校园学习，进一步促进
学生科学认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
必要的心理调适方法，形成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引导学生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增强耐挫能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我校决定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五

5、面对全体学生与关注个别差异相结合；

6、预防和矫治相结合；



7、教师的科学辅导和学生的主动参与相结合；

8、助人与自助相结合；

9、心理辅导过程对学生所作的“自我暴露”，辅导员应严守
秘密，不宜对外公开当事人的姓名和事件。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六

为了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
我校以“阳光心灵，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系列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通过本次活动，以加强师生心理素质教育，促使
师生科学地认识心理健康，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学习心理调
适的基本技巧，努力营造“人人关注心理健康，人人参与心
理健康”的良好氛围，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广泛深
入地开展。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七

内容包括;

1、小学生如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2、小学生自我情绪调节的途径。

3、如何建构良好的同伴关系。

4、我校学生感恩操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照片

宣传方式：

1、国旗下讲话

2、红领巾广播站



二、“感恩母校，放飞理想”团队心理辅导活动(负责人：罗
婷玉)

(时间：20xx年11月20日下午(心理咨询室)

参与人员：全校学生

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方案篇八

1、对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学生不断正确认识自我，
增强调控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
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2、对少数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障碍的学生，给予科学有效的心
理访谈和辅导，使他们尽快摆脱障碍，调节自我，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增强发展自我的能力。

3、以面向全体学生为主，个别辅导为辅，配合班主任让心理
健康教育真正渗入课堂，注重活动体验和心灵感悟，追
求“教学无痕”的最高意境和“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