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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定义
p 年龄范围

• 儿童：0-18岁；青少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年龄分段，青少年定义为13-24岁人群。
•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政策对应的年龄范畴《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涉及0-6岁、

中小学、高等教育院校。

• 本报告中谈及的儿童青少年年龄范围：0-24岁（婴幼儿-儿童-青春期-成年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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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提出关于心理健康的七个标准

1. 智能良好。

2. 善于协调与控制自己的情感。
3. 具备良好的意志品质。

4. 人际关系和谐。

5. 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现实环境。

6. 要保证人格的完整和健康。

7. 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要适应。

p 心理健康的定义
• 心理健康是一种积极或者幸福状态，个体可以实现自我、能够

应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工作富有成效和成果，以及有能力对所
在社区做出贡献。——世界卫生报告《精神卫生：新理解，新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2001）

• 心理健康是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
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完好状态。——《关于加强
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卫生计生委等22部门，2017）

• 关键点：

o 不仅强调“没有精神疾病”，而是一种积极的状态。

o 不仅强调个体向内的状态，也强调与外界的链接和互动。

o 在任何时候，各种各样不同的个人、家庭、社区和结构性
因素可能会共同保护或破坏我们的精神健康，改变我们在
精神卫生连续过程中的状态。

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7/content_5464437.htm?eqid=af8825300003d5590000000664684554
https://www.emro.who.int/mnh/publications/world-mental-health-report.html


2. 投资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1/2）
p 儿童权利角度：

• 心理健康是儿童的基本权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目标至关重要。

p 公共卫生角度：

• 全球范围，1/5的儿童和青少年面临心理健康问题，或正在遭受压力、欺凌、家庭问题等易诱
发心理健康问题的伤害。

• 自杀已成为导致10-34岁人群非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

• 研究表明，50%的心理健康问题是14岁之前开始的，75%是24岁之前开始的。早期干预可以预
防或减轻风险，并降低心理健康障碍或成瘾的严重程度。对于因遗传或不良童年经历而导致风
险升高的人来说，早期诊断和优质照护可以带来更好的长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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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社会经济角度：

• 全球范围内，每年由0-19岁儿童心理健康
问题造成的人力资本损失为3872亿美元
（购买力平价美元）。其中，3402亿美元
损失由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造成，
470亿美元由自杀造成。

• 一项基于全球37个国家的研究表明，为
10-19岁青少年提供应对焦虑、压力、自
杀的校内心理健康干预有效且划算：每投
入1美元，80年后的长期收益平均为21美
元，该收益在中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

针对青少年的校内心理健康干预
每投入1美元的收益（美元）

高收入 中等偏上 中等偏下 低收入
世界银行

国家收入标准



2. 投资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2/2）
p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在全球范围内都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同时，新冠疫情期间全球青少年心理

健康也遭受巨大冲击并将面临长期负面影响。然而目前，儿童心理健康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资源投
入不足。

• 尽管需求规模巨大，但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支出仅占政府卫生总体支出
的2.1%（中位数）。

• 相较于为面临最严峻挑战的儿童所提供的照护服务，在促进和保护心理健康方面所进行的投入
非常少。在中等收入国家，70%以上的精神卫生支出仍然用于精神病医院。

• 投入不足也意味着包括社区工作者在内的工作队伍缺乏能力来应对心理健康问题，这涉及多个
部门，包括初级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护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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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重要和紧迫性的论述推荐参考阅读
• 《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心之所想：促进、保护和关爱儿童心理健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执行摘要（中文）、报告全文（英文）
• 青少年精神卫生主题页面（世界卫生组织，2021）

https://www.unicef.cn/reports/sowc-2021-executive-summary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state-worlds-children-202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dolescent-mental-health


3.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1/2）
p 总体情况

• 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有3.4亿人，约3000万人深受心理障碍困扰。清华大学和新华社
合作对全国30万中小学生的调研发现，在疫情的影响下，学生普遍面临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
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的问题。

• 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的检出率为17.2%，高出2009年
0.4个百分点。重度抑郁为7.4%，与2009年保持一致。（注：“抑郁检出率”不等于“抑郁症发病
率”；前者描述抑郁状态，后者描述临床诊断）。

p 年龄对比：随着年级的增长，抑郁的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 中小学阶段不同年级的抑郁检出率：高中阶段>初三>初一初二>小学阶段
o 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为10%左右，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30%，

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6%-8.6%。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接近40%，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10.9%-12.5%。

• 近10年来，高校新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有所下降
o 有严重心理问题人员比例上升；有中等程度心理问题人员和有一般心理问题人员比例总体上升。

o 不同性别新生在心理健康一些维度上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女生心理健康状况差于男生。

p 城乡对比（注：基于城乡儿童、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更全面和严谨的对比，例如后文提到在精神
障碍流行的研究中发现城乡儿童并无显著差异、甚至经济发达地区儿童精神障碍发病率更高。）

• 乡村儿童抑郁检出率为25.2%（是同类研究对照城市儿童检出率的两倍）；焦虑检出率为25.7%。

• 留守 vs 非留守：抑郁率、焦虑率，或是问题行为，留守儿童的比重与得分，都高于非留守儿童；自尊
水平、坚毅力水平，非留守儿童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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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2/2）
p 我国青少年心理素养情况

• 心理健康素养：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意识、心理健康技能

•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总达标率为14.24%。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虽然有一定的基础，但总体达标
率不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心理健康知识、技能和意识三个维度的达标率来看，心理健
康知识了解程度达标率最低，是制约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的短板因素。

p 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体质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高度相关。我国儿童青少年在这些方面表现包括：

• 生活方式方面：
o 2020年儿童平均睡眠时长7.8个小时，相比2009年各个学段儿童睡眠时长均呈下降趋势。

o 儿童显著缺乏身体活动，且女生比男生活动更少、农村儿童体育活动比城市儿童更少。

• 体质水平方面：
o 儿童近视率、超重和肥胖率均在上升，农村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的增长率已超城市学生。

o 同时，儿童的速度素质、力量素质、耐力素质等体质素质指标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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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推荐参考阅读

•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1-2022）
• 《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2021）
• 《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俞国良，2022）
• 《全面促进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宋逸，马军，2023）
• 《中国运动促进儿童发展公益项目扫描》（CDR，2022）（身体健康问题现状部分）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2369491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4414517
https://mp.weixin.qq.com/s/9Vc-j-MfXOYQphMrVcaNlg
https://mp.weixin.qq.com/s/PI_Up7f9LNqlDTKVpA1blA
https://mp.weixin.qq.com/s/COOPT53m8DqPavyupAl1ZQ
https://mp.weixin.qq.com/s/uAm4LV8M0_absmqOUZjgPA


3.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精神障碍流行情况
p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情况（数据摘自2021年发布的我国首个全国范围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可参考阅读《当孩子挤满儿童精神科病房》（财新周刊，2022））

• 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7.5%，抑郁障碍位于中国青少年常见
心理障碍前列，发病率为3.2%，其中重性抑郁障碍发病率为2%。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报告的最
高发病率。这意味着，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罹患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但研究样本仅针对
在校学生，不包含失学青少年儿童与高三年级的在校学生，因此实际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预计比研究结
果更高（患抑郁症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便是“不愿意上学”）。

• 年龄对比：不同年龄呈现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12-16岁组重性抑郁障碍、躁狂症、创伤后精
神紧张性障碍等疾病患病率高，而6-11岁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对立违抗障碍等疾
病患病率高。

• 城乡对比：来自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学生对任何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没有统计学差异。然而，与欠
发达地区的学生相比，发达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更高。

• 青少年抑郁症情况（数据摘自《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o 我国抑郁症患者中，18岁以下占比30%，50%
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
已达15-20%，接近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
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

o 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
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
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庭暴力。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8

https://weekly.caixin.com/2022-02-12/101840832.html?p0
https://mp.weixin.qq.com/s/tfmKeBEaVWy0YjqTfu7DCw


3.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精神障碍诊疗恢复
p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诊疗及功能恢复情况（以抑郁症为例）

• 儿童及家长认知不足：导致（1）无法识别症状及时就诊；（2）由于病耻感不愿就诊；（3）
症状改善就立即停药，导致药物依从性低、治疗效果差。

• 诊疗费用高：《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52%的患者不考虑心理治疗的原因在于费用
高。北京、广东、江苏等多个省市已探索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

• 就诊率与充分治疗率低：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公布的数据，中国抑郁症患者于精神心理专科机
构就诊率仅为18%（相对于北美、西欧国家就诊率达到60-70%甚至80%仍有很大差距）。另
一项中国抑郁症全景式研究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中，符合充分治疗标准的患者仅有0.5%。

• 治疗效果差，难以恢复社会功能：抑郁症治疗目标是彻底消除症状、恢复社会功能、实现临床
治愈、减少病残率；而青少年抑郁患者的功能恢复以恢复社交、回归校园为重要标志。现实中，
许多患儿难以复学、难以恢复正常社交。常见的表现包括：
o 对于精神疾病康复期的儿童，在休学与复学之间缺乏缓冲性的环境来修整和适应。一方面，

学校缺乏个性化的支持，很多康复后的儿童在复学后难以跟上学校正常节奏（且普通初中
规定学生因病连续休学原则上不得超过两年）。同时，社区也缺乏对患者及其家庭的支持，
帮助患者练习回归社会。

o 甚至存在“抑郁康复后自杀”的现象，即精神障碍康复期的孩子回归社会后选择自杀。

关于儿童青少年精障诊疗恢复问题推荐参考阅读
• 《青少年抑郁障碍诊疗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渡过，2023）
• 《2022年青少年抑郁症功能恢复蓝皮书》（渡过，2023）
• 《安定医院院长王刚：从抑郁症儿科病房爆满谈起》（财新，2021）
• 《费立鹏：要重点关注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问题》（柳叶刀，2023）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9

https://mp.weixin.qq.com/s/nQOUjYjrapXoN_0S690HaQ
https://mp.weixin.qq.com/s/N6GnBqmrT64YoQbFOdthdA
https://www.caixin.com/2021-10-10/101784748.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jk0ODk4Mg==&mid=2247501104&idx=1&sn=165715ac7e30f1ba9ab37ceaf123658d&chksm=fb575729cc20de3f2773ed46f300b47f46155453348c07e9fc8d1a6c29104ece7239354308d3&scene=21


3.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青少年自杀
p 青少年自杀

• 近年我国青少年整体呈现自杀率增高、自杀者低龄化的特征。2010年至2021年，中国总体自杀
死亡率显著下降，但城市和农村5-14岁儿童自杀死亡率连续攀升，均从每十万人0.2人左右上升
至每十万人0.8人左右。2017年至2021年，15-24岁青少年组的自杀死亡率同样出现上升，城市
和农村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均突破每十万人3人。

p 与青少年自杀相关的主题
• 疫情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很大，各年龄段儿童青少年的自杀事件在疫情后较疫情前有明显增加，

增幅200%-1000%。

• 青少年自杀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更为严重，在经济发达地区普遍社会生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
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焦虑和职业倦怠情况更为严重。

• 互联网与自杀：（1）网络成为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行为传染的主要途径，自杀事件的报道和传
播导致行为模仿。（2）网络欺凌和网络暴力导致的自杀。（3）网络相约自杀。

• 自杀事件后对周围人的心理健康干预：青少年自杀、尤其是在学校公共场所自杀，需留意周围师
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有研究表明，每次自杀事件会波及到约135人（认识或认同死者的人），不
只包括家属和亲历者。无论关系或远或近，目击者、老师或是学生，都可能是需要帮助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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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青少年自杀问题推荐参考阅读
• 《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攀升如何预防干预？》（财新，2023）
• 《在中国研究自杀三十多年，费立鹏：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创新家，2021）
• 《为何相约自杀的年轻人变多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专访》（三联生活周刊，2023）
• 《一所学校该如何面对学生的死亡？》（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2023）
•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能做什么？》（中国慈善家杂志，2023）
• 《预防自杀：全球要务》（世界卫生组织，2014）

https://www.caixin.com/2023-07-05/10207226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qkN6EemF_PcO7Oz2h-GcA
https://mp.weixin.qq.com/s/XFbi1nwK4hfSH33Q08GJog
https://mp.weixin.qq.com/s/GxVfm911WP9VKKr3RvOXUQ
https://mp.weixin.qq.com/s/XH8OAr8n5owl_rw6Tcx1Rg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dolescent-mental-health


心理健康服务者分类

医疗系统 • 精神科医师

• 心理治疗师

教育系统 •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社会系统 • 心理咨询师

• 社会工作者

• 非专科人员（非心理学、
精神医学背景的人士，如全
科医生、护士、公益组织受
训的心理健康工作者等）

3.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现状：服务供给
p 心理健康服务 参考《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卫生计生委等22部门，2017）

• 心理健康服务的定义：心理健康服务是运用心理学及医学的理论和方法，预防或减少各类心理
行为问题，促进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 按服务类型不同可分为：心理健康促进与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心理危机干预和心
理援助工作。

p 心理健康服务者
• 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可分为三类群体：来自医疗系统、
教育系统、社会系统。所有的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都
面临总量缺乏、且分布极其不均衡的问题。
o 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意味着大约每10万名

患者才配备一名专业医生。而且分布极不平衡，优质儿童精
神科医生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

o 城市中小学校19%学校有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农村学校这一
比例仅有3%（数据摘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思考——基
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调研分析报告》，更多可阅读下方所列
的日慈基金会扫描报告）。

关于我国精神卫生服务供给问题推荐参考阅读
• 《浩瑞恩：公益组织如何开展基于循证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2023）
• 《肖水源：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柳叶刀，2023）
• 《当孩子挤满儿童精神科病房》（财新，2022）
• 《中国精神卫生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林陆，2019）
•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公益领域扫描报告》（日慈基金会，2021）（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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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3CsIBd6p4eJMpXKVluhHu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Njk0ODk4Mg==&mid=2247501010&idx=2&sn=d6a1f74a71699988930ac4ea0f62026e&chksm=fb5756cbcc20dfdde6f3fa3bad941fca91e23e33fa4512ce3a475e59b78767b82a5c2a999158&scene=21
https://weekly.caixin.com/2022-02-12/101840832.html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439038/
https://mp.weixin.qq.com/s/ovYORcUL1_NxGQGMR86elg


2018年修正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2016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促进心理健康作为单独一节被提出。

2017年1月 卫生计生委等22部门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不同年龄段学校干预的重点以
及重点关注的儿童群体做了明确部署。

2019年12月 卫健委等12部门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

2020年10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强调“重视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为更加系统地协同推进青少年心理建设指明了方向。

2022年实施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2021年7月 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按师生比不低于1:4000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2名；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县级教研机构要配备心理教研员。

2021年8月 教育部等5部门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

2023年4月 教育部、卫健委、最
高检等17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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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25年）》目标：2025年，
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达到9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比例达到60%。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解读可参考。

2023年10月 民政部、教育部、卫
健委等5部门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4. 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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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3年10月10日是第3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国家卫健委将宣传主题确定为“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共同守护美好未来”，并在新闻发布会上系统的介绍国家在促进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重点举措。具体
内容可参考《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p 以下简要罗列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我们需要更系统的理解政策框架之下，
家庭、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系统等不用主体的责任，以及相关的行动目标要求。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8-06/12/content_2055876.htm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http://www.nhc.gov.cn/jkj/s5888/201701/6a5193c6a8c544e59735389f31c971d5.shtml
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7/content_5464437.htm?eqid=af8825300003d5590000000664684554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qtxgfl/202110/t20211025_574749.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7/24/content_5627089.htm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943/moe_946/202108/t20210824_553917.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5/content_6857361.htm
https://mp.weixin.qq.com/s/eM5rJ8ahKqXzpuC-A1JDcw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1/content_6913516.htm
http://www.scio.gov.cn/xwfb/bwxwfb/gbwfbh/wsjkwyh/202310/t20231010_773799.html


5. 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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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心理健康的“生理-心理-社会”模
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因
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也可以帮我们识别心
理健康服务可能的干预手段。

p 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因素，都可
能成为正向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保
护性因素（如保持运动习惯、增加
社会情感能力和心理弹性、支持性
的社会关系等），也都可能成为负
向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风险因素。

p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影响
最大的是社会因素（即儿童所处的
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因素），因
为心理因素本身也是生理因素和社
会因素共同交织形成的相对稳定的
人格特征。

p 后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影响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

图片来源 &关于“生理-心理-社会”模型推荐参考阅读
• 《青年心理健康服务扫描报告》（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2023）

社会/环境

https://mp.weixin.qq.com/s/Bif3XUWEkVDtM2WqNkALKg


不同年龄阶段 孕期/产前 0-3岁 4-8岁 9岁开始 进入青春期 18岁~青年早期

儿童发展特征

• 母亲的行为和
心理状态会影
响胎儿的基因
表达

• 是儿童发展以
及与父母建立
依恋关系的关
键时期

• 儿童神经和大
脑高速发育、
认知、社会情
感能力发展关
键期

• 开始社会学习，
发展社交能力

• 开始进入学校，
心理健康的影
响因素范围开
始扩大

• 青春期经历生理、心理、社交
的巨大转变；青春期是释放个
人发展潜力和锁定终生心理健
康的关键时期

• 青春期带来的激素变化、性成
熟等生理变化影响心理健康；
性萌芽、药物滥用、焦虑、饮
食紊乱等青春期会出现的行为
也是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 社会角色转变：
从家庭、学校，
转入职场，开始
步社会；一些开
始有生活伴侣甚
至成为父母

环
境
影
响

儿童的世界 家庭，父母，照养人为根基核心；青春期后相对重要性逐渐减弱，但依然是核心要素

儿童周围的世界 同伴关系、学校、社区，是青春期开始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广泛的世界 随着年龄增长，外部社会影响逐渐凸显

5. 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2/2）
p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框架，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可以分为三个范畴。在儿童成长

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既可能是保护因素、也可能是风险因素。
• 儿童的世界（World of the Child）：家庭，父母，照养人
• 儿童周围的世界（World around the Child）：同伴关系，学校，社区
• 广泛的世界（World at large）：贫困、歧视、社会冲突、性别规范、科学技术等社会因素

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环境影响因素的阐述可参考阅读：《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心之所想：促进、保护和
关爱儿童心理健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摘要（中文）、报告全文（英文）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14

https://www.unicef.cn/reports/sowc-2021-executive-summary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state-worlds-children-2021


5. 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家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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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家庭，既能为儿童提供强大的保护功能，也可能成为儿童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p 对父母或照养人的支持，或者家庭友好的支持性政策，是支持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策略。

家庭的支持作用 家庭的风险因素

• 有助于儿童终身心理健康的家
庭养育包括：安全的住所，有
营养的食物，学习机会，全面
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照护等。

• 父母养育是奠定儿童终身心理
健康的基石，贯穿儿童成长整
个 时 期 。 即 使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比如进入青春期后），学校、
社区和更广泛社会的外部环境
对儿童的影响权重不断提高，
支持性的父母关系和家庭关系
对于儿童来说依然是最强有力
的保护因素，帮助儿童抵抗成
长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 家庭是儿童早期逆境经历的重要来源：身体和精神虐待、忽视、由于家长精
神疾病、药物成瘾、家庭暴力等原因的家庭失能。

• 家庭关系是我国在校学生患抑郁症的主要原因（70%），63%的学生患者在
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

• 亲子关系紧张在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家庭中表现略有不同：在城市中产/相
对高收入家庭中较多表现为家长对孩子学业表现的过高期待、管教过于严苛
（过度养育），在低收入家庭中较多表现为家长忙于生计忽视照顾，甚至亲
子分离（如留守儿童）。

• 社会经济脆弱的家庭往往存在更大的风险，例如：（1）成长过程中面临缺
失或必要的家庭支持、学习机会等；（2）父母的经济压力或精神压力可能
影响家庭的正向养育环境（甚至导致家庭暴力或养育忽视）；（3）可能居
住在较为混乱、公共服务不足的社区中。

• 家长对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不足也是导致有需求的儿童无法及时就诊、
充分治疗、以及康复回归的重要因素。



5. 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学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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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对于儿童来说，学校环境是仅次于家庭环境的因素。学校中的学习环境、师生关系、同伴关系都会深
刻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状态。

p 同样的，学校可能为儿童提供保护性因素，也可能成为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学校的支持作用 学校的风险因素

• 学校本身是儿童学习非认知技能、发展社会情感
能力的重要场所。辍学、未能上学的儿童，更有
可能社交孤立。

• 对于家庭支持系统薄弱的儿童，学校提供了重要
的补充支持功能。

• 健康的同伴关系是支持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
素。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健康的同伴关系能让
儿童更快乐、更高自尊、更好的适应学业或生活
中的其它压力双因。

• 学校也是儿童获得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来源。

• 学业压力，是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在普遍的单一评价标准（唯成绩论）和焦虑社会心态下，校
内学业过度竞争会进一步激化儿童心理压力。

• 教师的心理健康风险：高竞争的学习环境、超负荷的工作任
务、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双重压力，同样也在影响教师群体的
心理健康水平，而教师的幸福水平则直接决定了学生所处的
环境。

• 学校中的欺凌、歧视、暴力也可能成为导致儿童心理健康问
题的温床。相关的，同伴关系可能是欺凌、有害关系的来源，
也可能与药物滥用、行为不端等风险因素有关。

关于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现状 推荐参考阅读
• 《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22》（东北师范大学）
• 《一线教师，假装在教书》（凤凰网，2023）
• 《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香江救助基金会，2021）（农村教师心理健康相关内容）

关于校园欺凌 推荐参考阅读
• 《今天，仍要花22分钟大声讲出“校园欺凌”》（沈旭，2021）

https://mp.weixin.qq.com/s/QmUW2tJc_K8BPU60bHUrdA
https://mp.weixin.qq.com/s/PxgEiE9TDhM_qBu1mV7eQw
https://mp.weixin.qq.com/s/9Vc-j-MfXOYQphMrVcaNlg
https://mp.weixin.qq.com/s/aPxhywdDnE7Qozpyfj2fqg


5. 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因素：广泛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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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社会认知导致的歧视与偏见：
• 儿童由于性别、种族、残障、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遭受到的污名化、歧视和排斥。例如：

o 怀孕的青少年、青少年父母或有早婚或强迫婚姻经历者；

o 患有慢性病、泛自闭症障碍、智力残疾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青少年；

o 少数民族、具有少数性取向、其他可能受歧视群体的青少年。

• 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可能由于其生活状况、所遭受的污名化、歧视或排斥，或因无法
获得高质量的支持和服务，面临更大的罹患精神障碍的风险。

p 移动互联网对儿童青少年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 更多屏幕时间、少自由玩耍、少社会化，都会负面影响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但统计学上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

o 屏幕时间过多导致儿童的社会化程度降低，相比生理年龄，儿童表现的更晚熟、脆弱。

o 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同辈压力，担心自己被冷落、被排挤。

o 屏幕时间大幅增加同时导致儿童青少年的睡眠、玩耍、运动、与同伴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被
侵占，而后者都是能够正向促进心理健康的因素。

• 其它与互联网有关的负向影响因素大多与传播内容相关，如：

o 网络暴力、网络欺凌；
o 网络自杀传染；网络相约自杀（可参考前文“青少年自杀”部分内容）。



公益项目策略 – 不同切入点
①侧重不同服务环节 ②面向身处不同程度风险的儿童
③影响儿童所处的不同环境 ④通过不同场景/渠道实施服务
⑤面向不同年龄的儿童 ⑥国际已证明有效经验

6. 干预策略：面向所有儿童的心理健康支持

总体目标：面向所有儿童的心理健康支持
• 最大限度增强保护性因素，降低风险因素；及时识别风险，并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及时保护和干预

心理健康服务
（不同环节）

促进预防

• 普遍促进心理健康水平
• 普遍/针对性的预防心理
健康问题

监测预警

• 普遍/针对性的识别风险
• 评估风险
• 服务转介

干预治疗

• 隔离/降低风险
• 及时提供咨询/治疗服务
• 危机干预

康复回归

• 恢复社会功能
• 减少复发
• 后续照护

服务主体
• 服务对心理学或精神卫生背景专业要求相对较低，可
以是学校心理教师、社工、受训的非专科人士（如社
区医疗机构的综合科医生、护士、公益组织的儿童青
少年工作者等）

• 精神科医生、综合科医
生、心理治疗师

• 心理咨询师
• 精神康复相关社工

• 心理咨询师
• 精神康复相关社工
• 受训的非专科人士

服务对象
（不同风险程度）

所有儿童

有风险的儿童

已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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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示例
• 日慈基金会的心灵魔法学院、心益计划为中小学儿童提
供心理健康课程以提升其社会情感学习（SEL）能力；心
盛计划通过同伴支持模式为大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合作SEL整校干预试点并开源
SEL资源；同时与卫健委合作青少年健康与发展项目提升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意识、技能，并提供服务信息。

• 敦和基金会的美好足球将足球教育与积极心理学融合，
在体育教学中提升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 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与乐知一心基金会的乡村儿童
音乐陪伴计划通过音乐为乡村儿童提供日常陪伴、心理
慰扶与生活支持。
• 壹基金壹乐园项目支持乡村学校音乐体育教育，促进儿
童身体发育、情感发展和社会交往，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点亮者计划为乡村基层教
师提供心理技能培训，包括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参与指导
的危机干预培训。
• 幸福公益基金会的幸福学校-中小学积极教育公益计划设
计中包含全校师生心理测量；同时发起清华大学幸福公
益心理援助热线青少年专线（更多心理健康热线项目推
荐可参考中国心理学会发起的“心理热线启明星榜”）。
• 白岛岩心提供多层次心理服务，包括书信式心理支持、
一对一朋辈心理咨询（核心方向）、深度心理咨询等。
•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香江心灵成长计划为乡村儿童提
供心理课程、教师支持、一对一心理咨询等系统性方案。
• 渡过为患抑郁症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陪伴、咨询、诊疗、
陪伴者职业支持服务，形成青少年抑郁完整解决方案。
• 绿汀小屋通过共居计划为休学青少年提供医院、特殊学
校、心理咨询之外的社会化康复支持。

6. 公益项目示例：①侧重不同服务环节
p 从国际实践到国家政策趋势，整体越来越强调“面向所有人的

精神卫生服务”和重视“促进预防”的环节。
p 不少公益项目大多聚焦“促进预防”环节。一方面是由于能力

更匹配和干预空间更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发现儿童出现心理健
康问题后的专业服务供给不足、或者缺少转介和链接渠道。

促进
预防

• 最常见的是为儿童提供心理健康课程（以入校课程为主），其中又
可按场景（学校/社区）、儿童年龄及类型（不同风险处境/不同年
龄）、授课者身份（学校心理教师/班主任/其它教师/志愿者）、课
程理论基础（社会情感学习/积极心理学/艺术疗愈等）进一步分类。

• 预防促进心理健康可以被纳入多种类型的儿童发展类项目，例如在
体育、美育项目中。更多促进预防类项目可参考《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公益领
域扫描报告》（日慈基金会，2021）

监测
预警

• 常见类型包括：（1）热线类项目；（2）心理测评/筛查类项目；
（3）赋能儿童身边的成年人（如家长、老师、医生、学校/社区/医
院的社工等）具备监测预警的功能。

干预
治疗

• 包括不同程度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干预治疗环节
服务大多需要具有心理学或精神卫生专业背景的人士提供。

• 公益组织可以发挥的作用包括：（1）支持非专科工作者进行初级干
预；（2）通过整合与链接专业资源提供专业服务；（3）发挥“社
会功能”，通过同伴支持等方式起到辅助陪伴的作用；（4）探索创
新、低成本的服务模式并验证其有效性，如线上形式的一对一心理
咨询、同辈咨询等。

康复
回归

• 较为突出的需求包括：为患病青少年提供康复回归的缓冲区；在康
复和回归过程中为家庭、学校提供支持。

全链
条

• 除了针对特定环节的服务，也有一些公益组织利用自身整合资源的
优势提供相对全链条、体系化的服务。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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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示例
一些项目属于针对不同风险处境儿童的综合支持，心理
健康是其中一个板块/目标
• 湖南省大爱无疆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的逆风飞

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为事实孤儿提供助学陪伴，
促进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生存能力、心理健
康水平。

• 爱佑基金会的云开计划 – 未成年被害人社会服
务联合行动支持未成年人司法社工为受侵害未
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陪伴支持。

• 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北京市东城区
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等反家暴机构针
对受家暴儿童/目睹家暴儿童提供心理咨询、危
机干预等服务。

• 北京浩瑞恩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展中心开展心
理创伤及其复原（灾后心理干预）、抑郁与焦
虑的社区管理等社会服务。

• 深圳市龙岗区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关注流动儿
童的情绪支持与心理赋能。

•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发起的CAFF花园致力于为精
神障碍患者子女及家庭提供支持，阻断精神疾
病的代际循环。

6. 公益项目示例：②面向身处不同程度风险的儿童
p 按身处不同程度的风险环境，可分为：所有儿童；处于风险

环境之中的儿童；已经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危机的儿童。
p 相比仅关注简单的区域或社会经济属性（如城/乡儿童、中西部

地区儿童），当我们关注更具体的“风险”本身时，往往能
更精准的识别需求和更有效的回应需求。

p 从风险角度需要重点关注的中/高风险儿童包括：

o 面临监护风险（可能缺乏家庭支持）的儿童，如：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处农村/乡镇/城市的留守
儿童（未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儿童）。

o 受到暴力侵害的儿童，如：遭受校园欺凌、遭受家庭
暴力或目睹家庭暴力、遭受性侵害的儿童。

o 已表现出心理健康风险的儿童，如：有抑郁/焦虑表现、
已经确诊精神障碍疾病、处于精障疾病康复期、表现
出自杀倾向的儿童（需要危机干预）。

o 身处其它风险环境，如：遭受灾害的儿童、精神障碍
患者的未成年子女、流动儿童（可能因家庭流动迁徙
与社会关系变化受到身心健康挑战）、残障儿童（可
能因残障收到歧视和欺凌）、性少数儿童（可能因性
别原因受到歧视与欺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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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环境

• 影响对象主要为父母/照护人：策略包括 - 为家长提供照护和
养育支持；改善家长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家长识别和应对儿童
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改善家庭环境和亲子关系；预防和干预
家庭暴力

学校
环境

• 教师：策略包括 - 改善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教师识别和应
对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强调教师不仅是支持学生的“工
具人”，而是真正把教师作为支持对象）。

• 校园关系：策略包括 – 改善整体校园环境，包括师生关系、学
生之间的同伴关系等。

• 学校增能：策略包括 – 通过驻校社工或与学校当地社工站合作
在校园内提供专业社工服务。

社会
环境

• 社区：策略包括 – 通过社区参与等手法加强社区支持网络，提
升社区整体对儿童的支持作用（如儿童友好型社区类项目）。

• 网络：策略包括 – 限制社交平台内容；干预网络暴力。

• 媒体：策略包括 – 科普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破除心理健康问题
污名化；倡导对自杀的负责任的媒体报道等。

公益项目示例
• 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的魔光夏令营希

望通过促进父母-子女之间的深度对话与自我觉察，改善
青少年的家庭关系；和平守护者计划为教师、社工等儿
童工作者提供社群陪伴与心理支持。

• 渡过通过社群、课程、自我关怀支持抑郁症青少年家长。

• 国际救助儿童会（英国）北京代表处的家庭保护项目帮
助家长与儿童建立健康稳固的关系，并推出“构建安全
无暴力家庭”系列网课。

• 一起长大家庭课堂支持乡村和进城务工的家长与孩子的
远距离沟通，提升亲子情感链接。

• 幸福公益基金会的幸福学校-中小学积极教育公益计划将
积极心理学深入应用到学校，通过师生心理测评、老师
家长课程、陪伴老师全年践行等方式，建设幸福学校。

• 友乐青春致力于帮助青少年建立友爱人际关系，支持教
育工作者回应校园欺凌等青少年常见的人际关系挑战，
推动建立友爱、平等、相互尊重的校园环境。

• 西部阳光基金会“陪伴助行”通过驻校社工的方式回应
乡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学习生活、社会情感发展等方面的
需求，同时推动社工本地化发展。

•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致力与社区多方共同营造儿童友
好环境，在城中村打造滋养孩子成长的儿童社区学校。

• 心声公益的倡导板块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科普倡导活动影
响公众认知、呼吁政策关注等。

6. 公益项目示例：③影响儿童所处的不同环境
p 对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一方面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大多

来自所处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同时，相比成年人，
儿童更少主动察觉自身问题和诉诸服务，需要更多风险
识别和环境支持。

p 影响环境的重点在于：加强环境的保护性作用和识别风
险的能力/降低环境的风险因素。

p 不同环境及影响对象包括：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21

https://mp.weixin.qq.com/s/VEmfWWETKi6Xm6jcybVlgQ
https://mp.weixin.qq.com/s/82PVOZS6yQ77lN6ryFT4Cw
https://mp.weixin.qq.com/s/TPFKvrPjK4azSZvikB5pDQ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cn/working-project-15
https://mp.weixin.qq.com/s/aNZjAqYESqTB1a0dfNFmKw
https://mp.weixin.qq.com/s/aNZjAqYESqTB1a0dfNFmKw
https://mp.weixin.qq.com/s/u6LhueZT74l1g9Gy-c3PjQ
https://www.wellbeingfoundation.org.cn/product/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bgm_rmYm9ciagkLzJYiiw
https://mp.weixin.qq.com/s/RuPbnYW0lDtLjeU1gMXZpQ
https://mp.weixin.qq.com/s/MOrMVELtsGYEQARjBp-xKg
https://mp.weixin.qq.com/s/26OGMeTJEtWBAyj_XRhC6g


入校服务 • 不同类型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高等院校，特殊教育学校

• 不同学校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不同画像的儿童群体：如不同年
龄段的儿童、不同学业表现的儿童、特殊需求儿童等。

• 按服务策略，入校服务可分为直接面向学生提供服务、影响
学校环境两类。前文提到的面向学生开展心理健康课程、心
理咨询、影响教师、校园关系、或驻校社工等学校增能类型
的项目都已涵盖（本页不再罗列入校服务类项目）。

• 同时，未必所有影响学校的项目都需要入校，现实中公益组
织入校行动空间会因当地政策环境、学校开放度高度相关。
一些公益项目也尝试跳出学校场景施加影响，比如直接通过
线上课程+社群的方式支持教师。

社区服务 • 基于社区活动空间：包括儿童之家，社区儿童空间，社工站，
家庭教育指导站等

• 即使都是基于社区的服务，影响目标可能也不同。按服务目
标，可分为（1）直接在社区面向儿童提供服务（2）影响社
区整体环境（3）基于社区服务进一步影响家庭和学校（推
动家-校-社联动）（前两类项目在前文均有介绍，本页重点
介绍列举第3类项目）。

不限空间 • 基于线上平台或远程服务形式开展服务；
• 以书信的形式开展服务；
• 以线上或线下社群的方式开展服务；等。

公益项目示例
• 深圳市龙岗区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基于社区平台，

推动家庭赋能和校社联动，建立流动儿童心理支持
服务网络，助力营造儿童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 桥爱基金会的心桥计划为女性和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基于社区的心理健康支持，通过一对一心理咨询、
团体咨询、心理工作坊、互助小组、讲座沙龙等形
式开展。

• 蓝信封留守儿童书信陪伴项目通过为留守儿童配对
志愿者一对一长期通信为儿童提供有效长期陪伴。

• 在灾后疫后心理援助工作基础上，蚂蚁公益基金会
于2021-2023年开展心聆计划-青少年心理健康公
益项目，升级建立“心理健康公益服务平台”及
“线上开辟专区+线下开展支援”的响应机制，助
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 香江心灵成长计划的子项目“爱暖童心”发布了首
个面向乡村儿童免费的心理服务线上平台“香江心
灵”小程序。

• 福建省妇联牵头研发的“无忧少年”——福建省少
年儿童心理健康指导服务平台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疏
解情绪并掌握处理心理困惑的方法，同时帮助学校
家长掌握和研判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6. 公益项目示例：④通过不同场景/渠道实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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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这里强调服务实施的不同场所，与前文“不同直接影响
对象”可能有一定重合，但含义不同。例如有的项目直
接影响目标是教师，但未必通过入校的形式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grEtrbjzpNR9fICpXa9_vA
https://mp.weixin.qq.com/s/OBPvb8vgjdq5kG0oZ_Kjcw
https://mp.weixin.qq.com/s/UuGZrORcIziMU2NiS7lkVA
https://www.antfoundation.org.cn/content/755
https://www.antfoundation.org.cn/content/755
https://mp.weixin.qq.com/s/ZIHe_dBudKfdtabRhGQK7A
https://mp.weixin.qq.com/s/ZIHe_dBudKfdtabRhGQK7A
https://mp.weixin.qq.com/s/uQ0gTtedvz-yMj1Mf3FmVQ
https://mp.weixin.qq.com/s/uQ0gTtedvz-yMj1Mf3FmVQ


公益项目示例
一些项目属于针对某类儿童群体的发展类项目，心理健康是其中一个
板块/目标
• 0-6岁：儿童早期发展类项目中，为照养人、为幼儿园老师

提供养育支持是较为主流的干预策略。
• 小学阶段：大多数的心理健康促进类课程都针对这个年龄段，

入校空间相对更大，儿童年龄与活动开展的形式更匹配。
• 中学阶段/青春期阶段：

o 余姚市有灵且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豆蔻之礼针对即将
或刚刚经历月经初潮的女童，通过有仪式感的庆祝帮助
女童实现有意识的自我转变、构建青春期女童内在的自
我认同和对成长的内在承诺。

o 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HOPE学堂专项基金为职校
学生提供以自我认知、社会认知、心理健康、职业认知
与生涯规划等核心素养为内容的服务，并形成职校老师
社群，共同学习教育戏剧、协作、参与式教学方法。

o 广州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为流动青少年提供
升学、职业、心理健康方面支持，其中青草行动家面向
中职阶段流动儿童，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支持学
生建立积极的自我。

• 青年阶段：
o 日慈基金会2023年发布的《青年心理健康服务扫描报告》
扫描了青年心理健康支持类项目，包括直接针对心理健
康目标的社工类、同辈支持类、心理干预类项目，以及
间接服务的青年发展类项目。

6. 公益项目示例：⑤面向不同年龄段的儿童

CHINA DONORS ROUNDTABLE  23

p 儿童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心理健康需求。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儿童，需要结合其发展特点、特定需求、
所处环境特点等多重因素来设计干预策略。

p 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干预侧重点可参考阅读
•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卫生卫计委，
2017）

• 《中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其教育启示》
（俞国良，2022）

p 除了不同年龄段，现有政策或精神科医生经验也
指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介入的关键时间点：包括
中考、高考之前，新学期开学半年之内等。

https://docs.qq.com/sheet/DYXl1S2lqR3ZMSUZp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action=getalbum&__biz=Mzg4NzYwMTI3MA==&scene=1&album_id=2290874845838098437&count=3
https://mp.weixin.qq.com/s/bo9LZbS5jVj7qcdbbR_gLQ
https://mp.weixin.qq.com/s/eeeI6KoqdedQRsnyX6mMVA
https://mp.weixin.qq.com/s/ETE_-ibKA8mIWSRbGkKt-Q
https://mp.weixin.qq.com/s/Bif3XUWEkVDtM2WqNkALKg
http://www.nhc.gov.cn/jkj/s5888/201701/6a5193c6a8c544e59735389f31c971d5.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PI_Up7f9LNqlDTKVpA1blA


在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减少心理健康风险和增
强保护性因素的四项关键战略：
• 制定执行旨在促进和保护精神卫生的政策和法律；

• 提高社区和数字空间的环境质量；

• 为照料者提供养育支持；

• 开办校内课程，包括反霸凌干预；开办校内社会和情
感学习（SEL）课程对所有收入水平的国家都是最有效
的战略之一。

6. 公益项目示例：⑥国际已证明有效经验

预防自杀优先考虑四项已被证明有效的干预措施：
• 限制获取自杀手段（例如对高度危险的农药实施禁令
是一种特别廉价和成本高效的干预措施）；

• 与负责报道自杀问题的媒体开展互动；

• 培养青少年社交情感生活技能；

• 以及对任何受到自杀行为影响的人进行早期干预。

p 2022年的《世界精神
卫生报告》，提出精神
卫生服务向服务所有人
转型的行动框架（右

图），同时列出了预防
自杀和促进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已被证明有效
的干预措施（下图）。

推荐阅读 《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向所有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转型》（世界卫生组织，2022）执行摘要（中文）、报
告全文（英文）；《2013-203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世界卫生组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地图-社会情
感学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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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o.int/zh/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50860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49338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49338
https://www.who.int/zh/publications/i/item/9789240031029
http://cdr4impact.org.cn/product/4343.html
http://cdr4impact.org.cn/product/4343.html


7. 进一步共创：更具战略性的资源投入与领域建设
p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仅是个体儿童发展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背后的深层

原因，同时探索更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p 同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天然具有跨领域、跨部门的属性；需要不同领域的合作协同。一
方面，心理健康与德智体美劳各个教育发展维度都高度相关; 同时，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也需要
学校、社区、公益机构、医疗机构、家庭等多主体合作协同。

p 前文列举了不同角度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超越具体的干预服务本身，回应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问题、推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发展，需要更具战略性的行动与资源投入。我们也期待与更多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同行，共同分析问题、探讨行动方向。

AVPN（亚洲公益创投网络）于2023年发布
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共建资金池（Youth
Mental Wellbeing Philanthropic Pooled
Fund），动员资金为马来西亚、印度、新
加坡三国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提供连
续多年的非限定资金支持，支持验证有效解
决方案的规模化。共建资金的三个预期目标：
•支持稳健的组织提供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
•形成资助者社区为共同资金池持续投入；
•减少阻碍亚洲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发
展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CASEL（美国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盟）成
立于1994年，最早始于一批希望改变美国教
育系统、推动所有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者、研
究者、行动者和儿童群体。社会情感学习
（SEL）的概念与理念就此诞生，CASEL也成
为SEL的倡导者，致力于研究SEL在学校系统
（学前-高中）实践的有效性证据并进一步推
广有效经验落地。现在，CASEL已成为全球
SEL研究与推广的重要行业基础设施。
CASEL也受到包括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NoVo Foundation、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等多家基金会支持。

为增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福祉，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于2023年正式启动
“青心向荣：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项目，旨在通过社会试
验为预防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水平提供高质量证据，为相
关政策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将于2023至2025年间逐
步在试点地区展开，第一期干
预研究项目已在江西省抚州市
义务教育阶段的部分学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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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vpn.asia/philanthropic-fund/asian-youth-mental-wellbeing-fund/
https://casel.org/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扫描》 （资助者圆桌论坛CDR 2023年12月版本）

更多信息源可参考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地图 | CDR官网 http://cdr4impact.org.cn à 主菜单“知识库”à“议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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