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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文件

豫教工委〔2023〕226号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及心理

危机干预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35）年》，提高我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质量，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决定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评

选及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案例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评选

（一）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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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评选，旨在进一步完善大学

生心理健康课程建设，规范课程设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

手段，完善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

推进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实现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

（二）申报条件

1.申报课程须是各高校面向全体在校生所开设的集知识传

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

课程。

2.申报课程须符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教思政厅〔2011〕5号)、《高等学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号）等文件要求，遵

循教学规律，具有鲜明特色，课程建设科学规范，课程资源开发

充分，能综合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成果突出，教学效

果显著，对全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具有示范作用。

3.授课教师为本校承担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课程教

学的在岗在编专兼职教师（不含本校任职于教育学、心理学、医

学等二级院系的心理学专业教师）。

（三）评选程序

1.高校推荐。课程负责人向学校提出申请，各高校统一组织

校内评审，并向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推荐。本次评选不分配

申报名额，各高校视本校实际情况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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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评选。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成立评审委员会，组

织有关专家对各高校推荐课程资料进行评审，对参评课程的教学

设计、教学方法、特色亮点、课程实施情况等进行综合考察，确

定拟认定优秀课程名单。

3.公布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将

公布优秀课程名单，给予每门课程一定经费支持。

（四）申报要求

1.参评课程资料应为原创。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

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或其他法律纠纷，其

责任由推荐学校和授课教师承担。

2.所提交资料须真实有效。在评审和公示期间，如发现有弄

虚作假的行为，一律取消参评资格，并予以通报。

3.参评课程文档材料为电子文档，包括教学大纲、授课教案、

习题、参考文献目录等，文件格式为 PDF。其中教学大纲应含课

程名称、基本信息（课程性质、教学时数、学分、学生对象）、

课程简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教学安排、课程评价、建议阅

读文献等要素；教案应含授课信息、任务目标、学情分析、活动

安排、课后反思等教学基本要素。

4.现场教学视频须为 1个学时的课堂实录，能反映教师实际

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时长 40-50分钟，采用单机方式全程连续

录制，不得另行剪辑及配音，不加片头片尾、字幕注解，采用 MP4

格式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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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案例征集

（一）工作目标

征集因学业、经济、交往、家庭、疾患等各种原因引发严重

心理健康问题或心理危机学生干预案例，遴选具有指导意义的典

型案例进行汇总梳理、汇编，开展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

危机干预、案例回溯等研究，在充分保护隐私的基础上，用于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培训交流，切实提升高校心理危机识别

与干预能力，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二）征集对象

本次案例报告征集面向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专、兼职咨询师、辅导员等从事学生心理咨询辅导及危机干预工

作的一线人员。

（三）征集要求

1.案例选择。案例须为近两三年发生的，作者亲自参与实施

干预工作的真实案例，要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能为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经验和参考。请各高校按照“谁推荐、谁负

责”的原则，规范流程、把握质量，切实履行好审核职责，确保

案例报告内容可靠，每校选报 1-2个案例。本次案例征集不会对

案例和高校进行工作性质的评价，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将对

优秀案例授予“河南省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优秀案例”称号。

2.隐私保护。案例报告不得违反心理咨询伦理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要切实保护当事人隐私，对当事人的姓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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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涉及的具体学校、院系、年级、住址、家庭等信息进行相

应处理。

3.案例格式。案例报告主标题由作者根据案例主要特点自拟，

副标题统一表述为“一例由×××（诱发事件，如恋爱挫折等）

引发的×××（危机性质，如自我伤害、轻生自杀、攻击伤人等）

危机的干预报告”。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三、材料报送

请各高校于 11月 10日前提交以下材料：

1.《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申报书》、《河南省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汇总表》（需提交纸质版与电子版Word

文档）；

2.课程材料（教学大纲、教案、习题、参考文献目录、现场

教学视频等）（仅提交电子版）；

3.案例报告、《河南省高校学生心理危机案例汇总表》（需提

交纸质版与电子版 Word文档）。

以上材料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后以邮政快递（EMS）形式报送

至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思政处。电子材料以 U盘形式存储，

一并邮寄。申报材料不合格或逾期报送的将不予受理。

联系人：刘旭初 王玲玲，0371-69691264、69691056

地址：郑东新区正光路 11号省教育厅思政处 D729

邮编：4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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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申报书

2.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推荐汇总表

3.河南省高校学生心理危机案例撰写规范和要求

4.河南省高校学生心理危机案例汇总表

中共河南省委教育工委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2023年 10月 13日



— 7 —

附件 1

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

申 报 书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联系电话：

申报学校：（盖章）

填表日期：

河南省教育厅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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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选课编码

（教务系统中的编码）

自选课堂讲授题目

开课年级 面向专业

累计讲授学时 学 分

在校生总人数 修读学生人数

选用教材

学生总体满意度

（用%表示）

师生互动满意度

（用%表示）

开课情况截图

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编码、选课编码、授课教

师姓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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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教师

姓 名 性 别

本人照片

（1寸）

出生年月
政 治

面 貌

民 族
所 学

专 业

学 历 学 位

职 称
工 作

单 位

职 务
联 系

方 式

手机号：

邮箱：

课程教学情况（30 0 字以内）

（教学经历：近 5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方面的

情况）

三、教学亮点（800 字以内）

（概述本课程教学中的改革创新点，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方面着

手，如何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重点突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面、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方面、启发学生思维、调动学习积极性、关注学生学习成效方面的方式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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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成效

1.教学成效情况

（提供能反映教学成效的内容，尽量以截图形式提供，可以是学生反馈情况、

作业和测验完成情况、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学生学习成绩分布情况等。）

2.平时测验、考试（考核）或讨论情况

[提供已发布的平时测验、考试（考核）或讨论的内容及完成情况，如已发布

网上，可同时提供网址。]

3.其他材料，不超过 2 份（选择性提供）

五、授课教师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所有内容真实无误，且参评课程材料无知

识产权异议或其他法律纠纷。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六、学校推荐意见

该课程内容及上传的申报材料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

的内容，思想导向正确，不存在思想性问题。

该课程授课教师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学术不

端等问题，五年内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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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课程推荐汇总表

学校（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联系方式

（手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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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高校学生心理危机案例

撰写规范和要求

一、行文规范

1．案例撰写采取一案一议的方式，标题自拟，语言简洁，

表述准确，分析深刻，字数在 6000字以内。

2. 摘要不超过 500字（简单介绍当事人及其主要问题和

原因，对案例处理过程、方法、结果或效果等进行描述）。

3．标题用三号黑体字，正文和摘要用四号宋体字，单倍

行距，按 A4纸排版；正文标题统一采用“一、（一）、1、（1）”

层次进行编排。

4．请按顺序编排页码。

5. 撰写规范，保证文字准确、规范和统一，避免错别字、

丢行、丢段、丢页以及上下文不连接、重复、错行、错段等。

二、主要内容架构

案例正文内容应包含四个部分：当事人基本情况；心理

危机发生的过程；心理危机的处理过程；心理危机案例分析。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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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学资料 ：性别、年龄、年级、民族、宗教、

生源地、家庭结构、父母职业、经济状况等；家族是否有精

神病史；非正常死亡的地点和方式等。

（2）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日常活动内容和场所、生活

方式和习惯；学习工作、身体状况、社会交往、亲子关系、

个性特征、事发前发生的应激事件等。

（3）主要问题：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问题的发生、

发展，包括当事人的核心问题、症状及持续时间（如焦虑烦

躁，注意力不集中，失眠两个月，伴食欲不振，加重一周）、

对社会功能的影响等。

（4）他人陈述：咨询师、辅导员、家长、同学等所观察

到的有关当事人的状况，包括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

生活状况、社会功能、性格特点、心理测验结果，以及当事

人亲友或陪伴者反映的情况、其他方面搜集的资料。

2．背景资料

（1）当事人成长过程中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2）当事人成长中重要的生活事件。

（3）当事人事发前接受心理咨询和评估、专业医疗机构

诊断和治疗等情况。

（二）心理危机发生的过程

1．按照危机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描述，描述当事人心理

危机发生、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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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描述危机发生的具体情况，包括当事人在心理危机中

认知、情绪、行为的表现和变化，影响当事人的生活事件等。

（三）心理危机的处理过程

1. 心理危机的发现和评估。

2. 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的工作措施。

3. 心理危机发生后的工作情况。

（四）心理危机案例分析

对心理危机案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重点反映干预的

结果与成效，并认真分析危机个案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

其变化过程，客观坦诚地总结干预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困难

挑战及其原因。对成功干预的案例，应从各个环节总结成功

经验；对干预不成功的案例，则应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和启

示，从学校、咨询师、辅导员等层面给出教育建议。要突出

“经验”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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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河南省高校学生心理危机案例汇总表

学校：（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案例名称 作者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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