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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玉林市退役军人医院、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方晖、郑丹丹、范喜英、磨丽莉、吴月婵、黄淑津、符秋英、刘世钧、朱晓茜、

黄光彪、李锦棉、农玉贤、唐雅婷、蒋春雷、黄英民、夏春梅、翟勇洁、鄢利福、伍业光、吴娟娟、宋

力、吴琦、李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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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培训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培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培训的基本

要求、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要求、评价与改进、档案管理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人员的培训。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446.1  心理咨询服务  第1部分：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44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培训  training o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为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人员在评估、诊断、干预和治疗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方面知

识和技能的培训。 

4 基本要求 

4.1 场所及设备 

4.1.1 场所 

4.1.1.1 理论培训教学场所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建筑和安全标准，确保环境安静、安全、舒适，适合

学习和讨论。 

4.1.1.2 实训教学场所应满足仪器设备、教具的布设需要，并配备必要的照明设施、消防器具，保持

良好的通风和消防通道的畅通。 

4.1.1.3 临床见习场所应符合教学需要。 

4.1.1.4 应根据培训人数和培训内容配置培训场地面积。 

4.1.2 设备 

4.1.2.1 应配备完善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投影仪、音响系统、录音录像设备。 

4.1.2.2 应具备心理评估和干预所需的设备和工具，心理测试软件、测评量表等基本设备和工具宜 3～

4人配备 1套（台）。 

4.2 师资 

4.2.1 应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履行教师职责。 

4.2.2 经过心理学、精神医学、社会工作等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培训并通过考核，并在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实践经验的人员。 

4.2.3 应具备一定的教学能力，能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有效传授知识，激发学员学习兴趣，并能

根据学员需求设计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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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资源 

4.3.1 教材应选用国家或国际认可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专业出版物。 

4.3.2 应提供反映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精神病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能提供实用性强、

案例丰富的实操指导和分析和实操指导，确保学员学习到最新的理论和技术。 

5 培训对象 

从事与儿童青少年心理服务工作有关的医务人员、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康复治疗师、学校教

师、社会工作者等。 

6 培训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基础理论：儿童心理发展主要理论如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行为主义理论、儿童精神分析理

论等；儿童青少年心理及社会性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儿童少年神经发育及精神障碍如注意缺

陷多动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大脑发育神经心理学、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含认

知行为治疗、团体治疗等；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及其成因、精神障碍防治、危机干预、康复训

练等领域的培训； 

b) 评估与诊断：心理评估工具如韦氏儿童智力量表、儿童行为评定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艾森克个性问卷等的问卷使用方法、评估报告的撰写解读及应用、诊断标准的应用； 

c) 干预与治疗：各类心理干预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包括认知行为疗法、游戏治疗、家庭治疗、

团体治疗、沙盘游戏治疗等。 

d) 案例分析：通过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提升学员的实战能力； 

e) 伦理与法律：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

作伦理守则》等心理服务中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法规，确保在工作中遵循专业道德和法律要求； 

f) 其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等。 

7 培训要求 

7.1 培训前准备 

7.1.1 根据培训项目的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时间、地点、人员、课程设置、教学师资、

教学时数、考核要求等内容。 

7.1.2 根据培训计划进行培训筹备工作，筹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设置培训课程：课程目标明确，体现知识、技能技巧的传授和能力及职业道德的培养；课程

内容实用，课程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比例科学； 

b) 选定培训师资：合理配置师资，根据培训性质、教学形式和内容的特点确定合理的专兼职教

师数量； 

c) 选择适合的心理服务培训教材，教材完整、准确，与培训内容相匹配，体现专科课程特点； 

d) 确定培训场所：临床实践场地、教学设备等方面满足培训需求。 

7.2 实施培训 

7.2.1 在符合培训场所组织学员进行集中现场相关理论及实操培训，建立班委制度。 

7.2.2 培训形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要以专题讲座、观看教学视频、课堂体验、案例分享、情景

演练、临床见习等形式。 

7.2.3 培训宜为 70 课时，理论学习占 60％，实践训练占 10％，临床见习占 30％。每个学员至少参加

培训班 80％的线下线上理论课程，应参加 80％以上实践训练+临床见习课程。 

7.2.4 建立考勤制度，统计学员的出勤情况。学员应达到规定的出勤率（不低于 80％）方可参加结业

考核。 

7.2.5 跟进教学服务，解决培训过程中的技术支持问题，按照课时进度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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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建立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在培训过程中，收集学员对培训内容、形式、师资等方面的反馈意见，

对存在的问题运用质量管理工具分析、整改，持续改进提升教学质量。 

7.3 培训考评 

7.3.1 考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过程评价，根据学员出勤情况、遵守纪律情况和课堂学习互动表现情况进行评价。 

—— 结业考试，通过理论及实践能力考核，考试题型包括选择题、填空题、是非题、简答题及案

例分析，采取集中考试形式进行考核，理论合格分为 85分，实践能力考核合格分为 80分。 

7.3.2 成绩达到合格后由相关部门发放培训合格证书，证书为电子证书或纸质证书。 

7.3.3 通过问卷调查、跟踪回访等方式评估培训效果，了解学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情况和进步。 

8 评价与改进 

8.1 建立评价与改进机制，定期开展培训质量评价并收集来自内外部的评价信息。 

8.2 根据反馈意见和效果评估结果，定期对培训方案进行优化和改进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必要时根

据学员需求增加课程内容，对开展工作中遇到的特殊案例开展案例督导，不断提升培训质量。 

9 档案管理 

9.1 建立每批学员的培训档案，包括报名材料、学习记录、考核成绩、反馈意见等。 

9.2 培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记录进行汇总、分类、储存，形成统一的档案资料。 

9.3 严格管理学员档案，确保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与保密。 

9.4 培训档案应及时归档并妥善保存，保存期至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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