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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协同模式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索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

 刘梦琪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的共同努力。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从不同层级分析家校社协同模式在中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实践策略，以期有效提

升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为其学业和个人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学生逐渐解脱于繁

重的课程压力和课外辅导，这为他们减轻压

抑、焦虑等负面情绪提供了机会，也为推进心理健康教

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此背景下，如何高效开展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了当前教育领域的紧迫课题。2021

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 强 调 了 学 校 、 家 庭 和 社 会 在 提 升 学

生心理健康素养上的关键作用和教育合力。家校社协同

育人机制凭借其资源整合和全方位关注的优势，为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和保障。基于此，本文力求从心理育人的角度出发，以

尤·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聚焦家庭、

学校和社会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角色与责任，并分析各

主体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以期为家校社协同推进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探索新的路径。

家校社协同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阐述

在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

从割裂式教育管理向家校社协同式育人的过渡是提升青

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议题，也是促进高质量教育改

革的重要抓手。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

论框架，用以理解家庭、学校、社会及其相互作用对学

生心理健康和发展轨迹的影响。[1]生态系统本指在自然界

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的统一整体以及这二者在一

定时间内的动态平衡。在此基础上，尤·布朗芬布伦纳

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会受到不同层面

环境系统的交互影响。

生 态 系 统 主 要 包 括 微 系 统 、 中 系 统 、 外 系 统 以 及

宏系统。微系统是指个体直接接触和参与的系统，比如

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等，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核心环境，

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密切。中系统是微系

统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互

动和合作也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各方协

调一致的教育目标、家校之间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社

会力量的积极参与等都是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预防

和化解心理危机的关键因素，这些交互作用有助于个体

的心理发展实现最优化。外系统包括个体并未直接参与

但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会通过微

系统传递给个体。例如，父母的工作模式、父母与他人

的相处模式、自身童年的留守经历等，都会潜移默化地

影 响 青 少 年 的 身 心 状 态 和 心 理 品 质 ， 既 可 能 成 为 青 少

年在日后面对挫折时的保护性因素，也可能阻碍其积极

成 长 。 宏 系 统 是 更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系 统 ， 包 括 文 化 、 制

度、法律、政治体系等，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意识形态

框架，影响着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等方面。例如，

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文化传统、健康的社会心态等

都是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保障力量，为家校社协

同育人提供了宏观指导。上述不同系统之间通过相互联

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家校社协同模式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微观困境

作为青少年成长环境中的三大基础力量，家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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