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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学函〔2021〕3号                                                        

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感谢有你 温暖同行——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江苏行”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

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 号)和《高等学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 号），进一步提升全省高

校心理育人质量，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

态，经研究，决定在今年开展“感谢有你，温暖同行——大学生

心理健康江苏行”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经过全民抗击新冠疫情的洗礼，高校学生切身感受到人类命

运共通、家国连接一体，深刻体验到人非孑然孤影、始终有爱同

行。今年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本次教育活动

以“感谢有你，温暖同行”为主题，旨在高校开展心理育人系列活

动，将感恩教育、生命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在全省高校和广

大学生中树立“珍爱生命、心怀感恩、温暖同行”的理念，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个体与自己、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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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党之恩、念党之情，启发学生与时代共舞、与同伴协行，

增进自爱互爱、自助互助，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提升。

二、活动内容

（一）突出思想引领之“魂” 。心理健康教育本质上是用

生命影响生命、用温暖点亮希望的“灵魂”工程。开展心理育人尤

其需要科学指导，用心投入，以情感召。各高校按要求开齐开足

心理健康必修课、必选课和选修课，突出本次教育主题，利用各

种场合、时机，开展感恩教育和生命教育，强化学生现代健康理

念，在全省高校掀起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热潮。加强心理健康知识

的宣传普及，充分利用广播、书刊、影视、动漫等传播形式，组

织创作展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精品，传播自尊自信、乐观向上的

心理健康意识。主动占领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新阵地，建设好心理

健康教育网页和新媒体平台，广泛运用微信、微博等媒介，宣传

心理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心理保健能力。

（二）开展多彩活动作“引”。围绕“感谢有你，温暖同行”

主题，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基地组织片区高校联动，

开展各种有益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如“温暖同行”

身边故事、微电影、摄影、音乐和诗词大赛等，深入宣传阐释“感

谢有你，温暖同行”主题内涵，不断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吸引力和

感染力。开展心理素质拓展训练，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开展大

学生压力应对训练、情绪管理训练和认知行为训练，引导他们在

新环境中寻求新资源、建立新关系、发展新技能，提升适应能力

和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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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发学生参与为“主”。紧密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心理特点，结合体育、美育课程和文体活动，推广应用现代心理

学的研究成果与科学方法，开展各种团体心理辅导、心理沙龙、

心理游戏、心理调查等，用互动式、体验式、浸润式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参与热情，触动学生思想灵魂，让心理健康教育“润物

细无声”。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支持学生成立心理健康教育社团，组织开展各类学

生主体主导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多角度锤炼学生心理素质，多

途径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努力营造自助互助的浓厚氛围，让学生

感到真情就在身边、温暖时刻同行。

（四）强化危机预防托“底”。各高校要充分发挥四级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网络的信息联动，做好心理危机动态预警和特殊群

体的重点支持。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重点关注学业困难、经

济困难、心理困难学生群体的身心状况，为经历心理痛苦、存在

心理创伤、社会支持系统薄弱且求助意愿不强的学生主动提供心

理服务。积极宣传全省及高校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广

泛推广心理自助方法与求助渠道，扎实开展多种途径的个体咨询

服务。做好特殊学生家庭调查和家长指导，对父母离异、幼年留

守、家乡偏远等学生群体开展人文关怀，积极探索家校合力育人

模式，营造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良好的亲子关系，帮助学生不

断夯实生命基底。

三、时间安排

分三个时间段集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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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3月 20日-6月 20日，结合“3.20咱爱您”心理健

康教育周和“5.25我爱我”心理健康教育月，重点面向全体在校生

开展活动，关注毕业生心理健康。

第二阶段：9月 1日-11 月 1日，结合入学教育，重点面向

新生开展活动。

第三阶段：11月 2日-12月底，遴选推荐优秀活动项目在全

省高校展示（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有关要求

（一）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责任分工，强化学校整体统筹力度和部门协调支持力度，纳

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形成心理育人合力。加强人员配

备和经费保障，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

确保主题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二）各高校要扎实搞好思想发动。广泛发动专兼职心理教

师、心理辅导员、研究生导师、心理委员以及全校教职员工共同

参与，重视发挥班集体建设、社团组织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中的支持功能，突出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和能

动作用。各高校心理健康主管部门要深入各院系、各专业，了解

学生心理动态，准确把握学生思想特点和心理脉搏，有针对性地

开展教育活动。

（三）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基地以及各示范中心要

发挥区域优势。加强协同联动，打造基地和示范中心自身的精品

活动、创新项目，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全方位深入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