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社会各界愈发关注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根据教育部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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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上海制定《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在今年两会前，上海市

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妇工委委员冯丹龙

在调研中发现，现阶段学校心理健康教师资

源不均衡。

专业老师配备不足
目前，本市中小学校根据要求建设心理

辅导室，增配心理老师。但是由于心理测评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目前学校的测评没有统

一标准，学校管理者对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

评存在顾虑，导致一些学校没有定期开展学

生心理测评工作，学校存在专业老师配备不

足、非专业老师兼任等情况。

心理测评对学生心理问题的早发现、早

干预非常重要。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项长期

性、复杂性、专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共同努力。冯丹龙委员通过调研发

现，目前缺少教育部门、高校智库、专业机构

联手打造的专业服务平台，形成有效手段更

好地为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服务。

建立督导评价机制
冯丹龙委员建议，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督

导评价机制。由上海市教委统一牵头，组织

研制符合中国青少年特点的心理健康测评工

具，规范量表选用、监测实施和结果运用，由

区级教育部门负责督导区域内学校开展心理

健康测评，每学年对小学高年级、初高中、中

职校等学生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同

时指导学校科学规范运用测评结果，建立“一

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

依托高校心理学智库
她同时建议，要支持高校和专业机构研

发适合当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需求的工

具和平台，使用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规范化

的教育装备，保障心理测评工作的开展，赋能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冯丹龙委员表示，要依托高校心理学智

库，整合专业机构资源，开展面向心理测评教

师和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为更好地落

实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人才保障；依托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服务机构，以公益服务

形式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学校活动。通过这

些方式，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专项培训和

科普推广活动。 本报记者 方翔

在前期的调研中，沈莹委员

发现，绝大部分的学生在公共场

合都选择使用普通话，学生使用

上海话的比例并不高，即使在作

为方言壁垒的家中，也只有3.8%

的学生可以完全使用上海话，还

有38.4%的学生则是普通话和上

海话混合使用。

上海话在家中的传承也显出

尴尬，有近20.0%左右的家庭父母

双方有一人是上海人，但小孩却

不会说上海话；更有34%左右的

学生在上小学前只会说普通话，

在母语习惯上完全放弃了自己的

方言，且年龄小的学生所占的比

例更多。这说明，上海方言教育

的效果不佳，教育界各方人士需

要继续探索新方法，开发出能够

切合儿童认知发展、生活经验、心

理特点和生活趣味的沪语教学课

程，以提高少儿群体对上海方言

的认知度和兴趣度。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坐标，沉

淀生活记忆，凝结深厚情感。面向

少儿群体推广上海方言传承，不仅

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还能

够丰富语言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

动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沈莹委员

建议，幼儿园、小学时期是儿童语言

发展的高速期，上海过去有大量口

口相传、脍炙人口的沪语儿歌、童

谣，利用课前十分钟、课间休息等时

间，学校应该鼓励孩子们传唱沪语

儿歌、童谣，在童谣中潜移默化地

学习上海的方言和上海传统文化

习俗。

在沈莹委员看来，学校以及社

会有关团体，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

方言文化展览、创设沪语社团等活

动，举办方言知识竞赛、方言配音

大赛、方言歌曲比赛等活动，让学

生拥有更多的沪语应用语境，在实

践中感受方言的魅力。学校的沪

语推广可以与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相关联，建立相对应的考核评价体

系，进一步激励孩子们学习上海方

言，促进家长们支持孩子学习上海

方言。

加强家校合作，提高家庭对方

言学习的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重要。

沈莹委员表示，不仅能让年轻一代

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母语文化，培养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

还可以提高少儿的跨文化交流能

力，使他们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社会

环境中自信地表达自己。

沈莹委员建议，推广沪语课

程，应以趣味为导向，以专业为基

底，鼓励沪语文艺作品、影视作品

的创作和宣发，而专业权威的指

导也必不可少。上海并不缺乏方

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诸如钱

乃荣教授、褚半农先生等，他们不

仅著有沪语研究方面的相关书

籍，也经常在一些论坛中发挥着

积极能量。我们应当深入挖掘这

些方言研究方向的专业资源，做

好与业界资深人士的联动工作，

从而使沪语推广的工作有所依、

能深远。

本报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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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众筹

现阶段学校心理健康教师资源不均衡，政协委员建议

科学规范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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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昨天开幕。政府工作报告带着

民生温度，引发代表热议。人大代表们积极履职，建言献策。会

议间隙，金迎、龙伟、毛方（左起）三位代表围绕提升社区卫生服

务能级展开讨论。深化健康上海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下沉，持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等民生实事，催人奋进、

鼓舞人心，让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两会影话：

两会影话

代表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近期，随着电视剧《繁
花》的热播，沪语文化的魅
力重现大众视野。上海方
言的保护和传承不能像一部
爆火的电视剧或文艺作品一
样，只是短暂地引起社会公
众的讨论，如何长久地、持
续地推广和保护上海方
言。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
小荧星集团总经理沈莹建
议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培养
少儿“沪普双语”用语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