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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标准《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与装备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项目名称《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与装备规范》，源于项目“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环境建设与装备规范的研究”，由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教育部

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起草。

二、制定背景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

及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和《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

指南（2015年）》，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全体中小学生接受心理健

康教育和心理帮助提供条件。

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以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和《中

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 年）》为基础，以科学、规范、适用为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制。

四、前期研究

（一）文献研究

工作组搜集国内外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信息和资料，对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的现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材以及普遍使用的仪器设备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完

成了相关的研究报告。

（二）调查研究

工作组设计了《中小学心理健康功能工作状况调查问卷（校长版）》《中小学心理

健康功能工作状况调查问卷（教师版）》《心理健康教育装备配备使用情况调查问卷（装

备管理人员版）》三类问卷，走访了三个省六个县市的 19 所学校，开展实地调研，为

本标准提供数据支持。

基本情况如下：

校长版内容涉及关于学校基本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39 个问题；教师版内容

涉及关于个人基本情况、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37 个问题；装备管理人员版内容涉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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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基本情况、心理健康教育装备配备使用情况的 18 个问题。三类问卷还涉及对 7类专

业心理软件、32 类专业心理硬件是否有需求的表格。

工作组在四川、江西、广西三地展开调查，并对总计 177 份问卷进行了分析处理，

作为研制本标准的基础资料。其中：

在四川省成都市和绵阳市走访 6所学校，包括小学 2所，九年制学校 2所，完全中

学 1所，高中 1所。收集“校长版”问卷 25 份、“教师版”问卷 18 份、“装备管理人

员版”问卷 22 份。

在江西省南昌市和抚州市走访 7所学校，包括小学 3所，九年制学校 2所，初级中

学 2所。收集“校长版”问卷 32 份、“教师版”问卷 52 份、“装备管理人员版”问卷

15 份。

在广西省南宁市和凭祥市走访 6所学校，包括小学 1所，九年制学校 1所，初级中

学 1所，高级中学 2所，完全中学 1所。收集“校长版”问卷 3份、“教师版”问卷 6

份、“装备管理人员版”问卷 4份。

五、确定工作程序

课题组根据工作任务，制定了相应工作程序：

1．前期研究；

2．框架设计；

3．分组、明确分工；

4．提交草案稿，聘请行业内专家、教师以及相关企业代表对本规范进行论证；

5．完成建议稿，供专家会议讨论；

6．完成征求意见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7．完成送审稿；

8．完成报批稿。

六、主要工作过程

（一）制定工作进度时间表

1．2017年6～7月，启动，开展前期研究。

2．2017年8月，完成框架设计并分组。

3．2017年9～10月，完成草案稿。

4．2017年11～12月，完成建议稿。

5．2017年12月，召开专家评议会。

6．2017年底，完成征求意见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和建议。

7．2018年，召开对标准送审稿的审定会，形成标准报批稿。

（二）确定专家组和工作组

本课题涉及教育、心理等专业，课题组经过专家咨询会确定专家组成员。



七、标准的内容

（一）基本框架

本标准包括引言、前言、目录、正文（共分为6章），内容包括：

1．引言：说明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

2．前言：说明了本标准编制依据的规则、提出与归口单位、起草单位等；

3．范围：说明了本标准的单元构成及界定的标准化对象；

4．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的标准清单与本标准有直接关；

5．术语和定义：界定了本标准涉及到专业用语；

6．一般原则：管理者及使用者所应遵循的原则；

7．分类：本标准对象分类；

8．要求：对心理辅导室建设和设备作出的要求。

（二）主要解决的问题

本标准反映了当前以教学为目的心理辅导室建设与所配备设备的功能和技术要求，

解决了目前教育行业缺失这类标准的问题。本标准的制定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具有指导

性和一致性的技术规范，起到了标准应有的作用。在评定、招投标领域可作为依据，同

时为中小学校有关人员在配备该类设备时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为全体中小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帮助提供条件。改善目

前心理健康教育行业普遍存在的存在“片面化”“实验化”“医疗化”“问题式”倾向，

心理辅导室环境建设和装备配置不能满足要求等现象，提供针对全体学生和个别学生开

展辅导的心理辅导室建设和设备配备的相关规范。

（三）标准名称的确定

根据参会专家意见，为保持与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

和《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年）》的一致性，本标准名称“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环境建设与装备规范”调整为“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与装备规范”。

（四）内容要求

1．通用要求

1.1 建筑设计、设施

1.1.1 窗

本标准引用《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5.1.9 的规定：教学用房中，

窗的采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的有关规定；……教

学用房及教学辅助用房的外窗在采光、保温、隔热、散热和遮阳等方面的要求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建筑节能标准的规定。

根据参会专家意见，为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本标准提出心理辅导室加装安全窗。

1.1.2 门

本标准引用 GB 50099—2011，5.1.11 的规定：除心理咨询室外，教学用房的门扇



均宜附设观察窗。

1.1.3 地面、顶棚和墙面

为保障师生安全，地面需采用无毒、无害、无异味材料，如实木地板等。为提高室

内心理教育氛围，需考虑地面、顶棚和墙面装饰设计的美观性。

1.1.4 电气设施

电气设施包括供、配电设施和线路等。《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规定了用电

安全的基本原则、用电产品的安装使用等内容。配电装置的安装和构造设计要安全、牢

固，设有防止意外触电的措施，且维护方便。心理辅导室电源插座为220V二孔、三孔安

全型插座，并配置接线电源，保证师生用电安全及信息化教学设备的正常使用。

1.1.5 宽带网络

心理辅导室中的一些信息化设备的运行需要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本标准引用教

基厅（2001）11 号文件、国务院令第 147 号及公安部令第 33 号的对网络建设、网络安

全的有关规定。

1.2 室内环境

1.2.1 空气质量

建筑材料、装修和装饰材料可能使空气遭受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放射性污染，

对学生的皮肤、眼睛、上呼吸道、肺、脑、神经系统的伤害难以估计。故应严格执行

GB 50325《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有关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建材、产品、

部品的采用规定。

室内的空气质量对学生的发育和健康很重要，质量过低时，既有突显性的征兆，也

有隐性且难以排除的长期影响，必须按国家标准《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严格控制。

1.2.2 通风与换气

如气候条件允许，中小学心理辅导室优先采用开启外窗的自然通风方式。《GB/T

17226—1998 中小学校教室换气卫生标准》规定了采用自然换气方式时，需设气窗、通

风道等。

本标准引用《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的室内CO2最高允许浓度为0.1%

以及 GB 50099—2011 对于教室最小换气次数的规定。

1.2.3 采光与照明

采光的优劣直接影响学生视力发育、视觉功能和教学效果，室内环境质量和能源消

耗，故必须为心理辅导室创造良好的光环境，充分利用天然光。

本标准引用 GB 50099—2011 规定在采光窗洞口面积按不低于 1：5.0 的窗地面积比

估算，Ⅲ类光气候区（夏热冬冷地区）采光系数最低值为 2.0%。



本标准引用 GB 50099—2011 规定教室的照度均匀度不低于 0.7，维持平均照度不

低于 300 lx，统一眩光值不低于 19，显色指数不低于 80。教室的照明功率密度现行值

为 11W/m，目标值为 9W/m，对应照度值为 300 lx。

1.2.4 温度与湿度

室内温度与湿度关系到师生健康与教学设备的正常使用。《GB/T 17225—1998 中

小学校教室采暖温度标准》规定在学习（授课和自习）时间内，教室中部（距地面1m

处）的气温为16℃～18℃，不宜超过20℃，相对湿度为30％～80％；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规定采暖与空气调节系统的设计满足舒适度的要求，并符合节约

能源的原则，采暖设计温度不低于18℃。根据以上标准的要求及参会专家意见，本标准

采用室内采暖设计温度温度不低于18℃，相对湿度30%～80%。

2 团体辅导室要求

2.1 团体辅导室环境要求

2.1.1 团体辅导室面积和布局

根据GB 50099—2011表7.1.1中规定的教学用房使用面积指标，结合国家对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和当前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需求，本标准提出团体辅导室

面积应不小于108m
2
（含教学辅助用房）。

依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心理辅导室应设置个别辅导室、团

体活动室和办公接待区等基本功能区域……”，给出团体辅导室的布局要求。

2.1.2 团体辅导室声学环境

心理健康教育是针对情绪、情感的教育，良好的声学环境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不

受噪声的影响。本标准引用《50118—2010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表 5.1.1 中的允

许噪声级（A声级）不大于 45dB、表 5.2.1 中的 Rw与 C 之和大于 45dB。参考 50118—

2010 表 5.2.2，规定了与相邻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应不小于 45dB。

2.1.3 团体辅导室环境装饰

为了充分利用视觉对心理和情绪产生的影响，本标准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

指南（2015）》对中小学心理辅导室环境布置提出了要求，规定团体辅导室室内环境及

装饰应能体现心理健康教育特点。

2.2 团体辅导室设备要求

2.2.1 团体辅导室通用设备

团体辅导室通用设备是开展课堂教学的基本条件。本标准根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要求，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搭建基本教学环境。根据

《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中“团体活动室……基本设施配有……多媒体

设备”，除了包括教学中使用的传统家具如石英钟、心理信箱等，特别配备了音视频和

摄录设备，为学校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提供条件。

2.2.2 团体辅导室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是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展的基本条件。为保证各种类型不同主题的心

理活动的有效开展，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以及心理活动的需求，

标准规定了配置方便活动开展的不同高度的可自由组合桌椅。

2.2.3 团体辅导用具及耗材

基于活动的团体心理辅导需要各种工具和耗材。为了保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

开展，本标准梳理了传统心理辅导活动中普遍使用的工具、耗材、以及音视频等资料，

并根据学生人数提供了配备数量，方便学校采购和使用。

3 个体辅导室要求

3.1 个体辅导室环境要求

3.1.1 个体辅导室面积

本标准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个别辅导室面积要求，规定个

体辅导室面积不少于10m
2
。

3.1.2 个体辅导室声学环境

个体辅导室需要优于普通教室的声学环境，以利于师生交流。本标准引用 GB 50118

—2010 表 5.1.1 中规定的允许噪声级（A声级）不大于 40dB。

3.1.3 个体辅导室环境装饰

本标准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心理辅导室环境布置要求规定

个体辅导室室内环境及装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达到使人赏心悦目，心情放松愉快，

以及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的目的。

3.2 个体辅导室设备要求

3.2.1 个体辅导室通用设备

本标准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基本设施配有电脑、打

印机、电话、档案柜、期刊架、心理书籍等”“心理辅导室外应设有心理信箱”以及专

家意见，为确保个体辅导正常开展，对通用设备进行规定。

3.2.2 个体辅导室分区和专用设备

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中“……有条件的学校也可单独设置

心理测量区、放松室、自主自助活动区等心理健康教育拓展区域”“其他拓展区域（依

需要和条件建设）配备学生心理测评系统和心理健康自助系统等工具，沙盘类、绘画类

辅助辅导器材，放松类、自助类器材等”。按此类心理健康教育拓展区域，本标准将专

用设备分区配置。自行设置功能区的前提条件是根据师资水平和经济条件，避免没有专

用教师的情况下超标准配备造成浪费。

为保障学校心理辅导工作的开展，同时防止不符合心理健康教育要求的各种仪器进

入学校，对学生造成二次伤害，本标准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安全、可靠，

能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改善不良应对方式的传统心理干预设备为基础，

适度增加信息化设备弥补师资不足的情况，对个体心理辅导室专用设备进行了规定。



根据《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2015）》中“了解和监测全体师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特点和发展趋势，及时发现问题，有效监控、防范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要求，

配置了测评软件，并对测评软件的效度做出了规定，配合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工作，

以期能准确甄别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最大限度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保证学生安

全和健康。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建设与装备规范》标准制定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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