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项目管理  促进协会发展

宁波市镇海区心理咨询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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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简介



宁波市镇海区心理咨询工作者协会

Ø 协会成立于2008年12月，是经镇海区民政局核准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
团组织

Ø 两处服务基地位于：镇海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镇海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Ø 业务范围：心理现状测评、潜能开发评估、知识普及宣传、障碍诊断咨询、婚姻家庭

咨询、身心健康服务等各类心理服务。
Ø 服务方式：灵活多样，充分结合讲座沙龙、工作坊、团体辅导、心理热线、网络课堂、

一对一咨询等多种形式，深入学校、企业、社区、家庭开展心理教育普及工作。
Ø 累计受益群体近4万人次



协会荣誉

Ø 5A级社会组织
Ø 镇海区十佳公益创投项目团队
Ø 镇海区社区教育优秀社团  
Ø 被镇海区慈善总会评为“优秀慈善义工组织”
Ø “农民工子女心理疏导示范项目”被区文明办、区民政局评选为优秀志愿者项目
    …………



历年承接公益项目

中央 省级 市级 区级

§镇海区妇联：“海燕”计划；“追青春”女性健康关爱项目
§镇海区民政局：“新镇海小居民心理服务”项目、“爱进我
家”青少年心理服务项目、“转角遇健康”外来妇女疾病康
复项目、“夕阳红”老年身心关爱项目等。
§镇海区卫计局区、文明办：“未成年人心理服务项目”
§镇海区总工会：“职工心理服务”项目
§镇海区教育局：“镇海区教育系统心理热线服务”项目
……

§ 2018年浙江省妇联
  “异乡困境母亲关爱项目”

§ 宁波市民政局：2015年“失足青少年心理服务”项
目、2016年“学业改善”项目
§宁波市妇联：2016-2017年“大龄未婚青年情感调
适”项目
§宁波市计生委：2018年“计生特殊家庭服务”项目
§宁波团市委：“情暖E娃”城市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促
进服务等



团队专业能力

2017年12月，被区民政局评为5A级社会组织。协会目前有专兼职心理

咨询师40人，具有研究生学历2人，二级心理咨询师23人，三级心理咨

询师15人，从业10年以上的咨询师2人，有85位会员参与协会服务团队。



1、专业能力保障。在镇海区心理咨询工作者协会的平台上，除协会的咨询师会员和心理志愿者

外，还聚集了来之宁波市知音心理服务中心、宁波市心理卫生协会、各县市区心理卫生协会、宁

波益和健康咨询中心、宁波惠心谷咨询中心等组织或机构的咨询师和心理专家100多人；

2、人员组织保障。与市妇联、团市委、区流管办、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总工会、区妇联、

区政法委、区文明办、区民政局公益服务中心等10个部门形成工作联盟；

十年工作使协会建立了广泛社会合作网络，积累丰富项目执行和实施能力，奠定扎实社会工作基

础。



2
项目启动管理



1.统一理念，搭建工作架构。在协会理事会领导下，在工作人员内部召开项目说明会议，认
真对待，统一理念，疏理工作开展所需架构，并进行落实。如“农民工子女心理疏导”示范项
目，人员组织需要流管办、教育局、卫计局等部门配合落实；专业活动需要那些老师来执行；
活动场地需要与那些单位联系。

2.制定工作具体计划，落实工作职责。制定项目工作安排表，明确项目总负责人，项目总协
助人，项目课程负责人，其他子项目负责人，项目专职财务管理人员及项目专职工作人员等，
把每项工作任务都落实到具体人员，并细化到日期、活动要求、活动负责人，完成时间节点，
每次活动所需经费等，使各分项目能按照计划和要求有条不紊地展开。建立工作人员微信群，
动态了解项目进展。
 
3、召开项目推进会议，聚力实施项目。召开由区流管办、区卫计局、区教育局和服务对象
学校负责人参加的项目推进会议，根据项目的实施计划，动员部署，落实任务，明确职责和
要求，组建服务学校负责老师微信群，方便项目负责人与各个子项目人员之间的工作联系，
确保项目的有序开展。并及时整理活动记录写成报道，供教育系统自媒体宣传所需，扩大项
目知晓力和宣传力。



6月2日：项目工作
研讨座谈会

项目组及相关政府
部门，目标与计划
初步讨论、分工

6月12日项目推进座
谈会

项目组、相关政府部门、9
所农民工学校的心理教育
及德育负责人，建立项目
服务沟通渠道，落实具体
工作安排

6月19日项目
启动仪式

于镇海区精英小学举行启动
仪式，由彭玉林副区长宣布
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动员



深入调研，为项目活动开展提供数据支撑。

通过进家庭走访、《中小学健康诊断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学习动力量
表》4800份调查问卷。
 



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档案

前期走访
增加调查问卷

对1500名农民工子女
进行心理健康测评

 发放《中小学健康诊断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学
习动力量表》调查问卷
 实际回收有效问卷近4800份，
完成原计划的320%

深入调研

心理健康量表走访农民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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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管理



1、精准数据是项目有效开展的前提。如2017年中央支持项目对农民工子女进行《中小学健康诊断量
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学习动力量表》4800份量表测评，并进行数据统计。

2.每月有月计划，每次活动有通知、签到表、活动记录、活动照片、PPT、费用预算、活动反馈表、

活动结束及时整理报道稿。及时整理归档。



调研数据分析

9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父母教养
方式量表》各维度分值高低占比

9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中小学
健康诊断量表》高分维度占比

9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学
习动力占比



多元化心理健康服务

十二主题
积极心态建设

系列活动

快乐学习模
式分享活动

暑期快乐学习
系列活动

青少年心理
健康讲座

青少年
心理健康
团辅活动

青少年校园欺
凌预防与危机

干预活动

“e乡”学娃
亲子活动

父母成长
沙龙

家庭教育
微课

进家庭深度
心理疏导服务

一对一心理
咨询服务

心理热线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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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效管理



深度研讨 优化服务

ADD YOUR TEXT

6月至8月：开展
快乐学习系列课
程研讨活动5场

进行活动设计、授课
环节的改进、优化与
经验总结

7月5日项目督察座谈会

项目组及流管办、卫生局
等相关政府部门，进一步
督查工作进程及成效情况



(1)十二主题积极心态建设系列活动

Ø 针对希望学校五年级学生
Ø 连续两学期开展十二主题积极心态建设系列活动共计25次
Ø 围绕认知、思维、动力、情绪、沟通、自信等主题



(2)快乐学习模式分享活动
Ø 针对9所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中小学开

展“改善思维心智，倍增学习效率”
快乐学习模式分享活动16场

Ø 帮助孩子们发挥潜能、拓展认知、挑
战挫折、提升学习信心



(3)暑期快乐学习系列活动

Ø 针对来自3所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五年级47位学生
Ø 开展每周3场共计16场“e乡”学娃暑期快乐学习系列活动
Ø 帮助孩子们拓展思维心智，掌握高效学习方法，学会将思维导图

与各学科相结合，提升学习力



(4)心理健康讲座

Ø 从原计划的4场增加到9场
Ø 帮助农民工子女树立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增强心理调控能力，更好地认识

自我、悦纳自我、发展自我；培育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提升抗挫折能力



(5)青少年心理健康团辅活动

Ø 从原计划的4场增加到7场
Ø 角色扮演、素质训练、案例分析、讨论分享等形式，促进青少年互相学习、共同体验
Ø 帮助农民工子女树立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学习积极的人际交往方式，培养与他人同心协力、

合作共事的能力，提高班级成员的团队凝聚力



(6)青少年校园欺凌预防与危机干预活动

Ø 开展校园欺凌预防与危机干预活动3场
Ø 以讲座及团体辅导形式开展
Ø 帮助农民工子女建立预防“校园欺凌”理念，掌握有效的应对方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保障

校园安全与稳定，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7)“e乡”学娃亲子活动

Ø 在原项目计划中新增亲子活动3场
Ø 促进农民工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
    建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减少负能量的传递，营造和谐的身心发展氛围



(8)父母成长沙龙

Ø 共开展5场：《别让网游填补了孩子的假期》《亲子高效能沟通》《探索自我，
树立自信》等主题活动

Ø 帮助农民工家长提升家庭教育理念，掌握恰当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其在家庭教
育中少走弯路少些痛苦



(9)家庭教育微课

Ø 针对农民工家庭需求与家庭教育现状，开展5场微课
Ø 活动主题包含：《做有智慧的父母》、《青春期亲子沟通》、《如何提升孩子

的学习力》、《爸妈和你在一起》等
Ø 从父母层面理解孩子，建立家庭支持系统，帮助孩子增强生活和学习的信心。



（10）进家庭深度心理疏导服务

Ø 对25户农民工子女家庭提供进家庭深度心理疏导服务
Ø 帮助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梳理家庭困惑，掌握培育孩子、增进亲子沟通、促进

家庭和谐的有效方法，减少父亲角色缺位、母亲严重干预、严厉惩罚现象，为
农民工子女成长建立更加良好的家庭环境



（11）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Ø 对有深度服务需求的农民工
子女开展一对一心理咨询47
人次

Ø 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群
体，缓解心理及情绪问题，
提升内在动力，促进身心健
康的良性发展。



（12）心理热线服务

Ø 组织心理咨询师团队每周一
至周五9:00-17:00热线值班

Ø 为农民工子女及家长提供电
话咨询服务

Ø 解答家庭教育、亲子沟通、
情绪管理、身心健康等方面
的困惑，扶正认知偏差。



项目成效与亮点

对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
进行了及时干预与疏导 01

有效促进农民工子女
积极心态建设

04初建心理服务志愿者孵
化基地，创建“e”乡

学娃公益品牌

Ø 学习焦虑
Ø 社会焦虑
Ø 孤独倾向
Ø 学习动力不足
Ø 家庭教养方式缺陷等预警状态

Ø 动态掌握了群体数量、心理健康
状况、家庭教育状况、亲子沟通
模式、集中需求等基本现状

Ø 提供精准服务、项目有效实施
Ø 使政府的服务更接地气

Ø 建立了10家“e乡”学娃筑梦
基地

Ø 组建和培育了一支专业的心
理咨询师服务团队

Ø 可持续承接社会公益项目、
开展心理类专业服务

02

调研分析数据为精准
服务提供依据

03

Ø 认知、情绪、沟通、动力、自
信、感恩等方面积极心态建设

Ø 减少心理困惑和学业问题
Ø 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Ø 向社会宣传积极的家庭教育观

来自农民
工子女的
感谢信



项目成效与亮点

05

构建农民工子女心理
工作体系

08发起成立市级社会组织，
搭建更高服务平台

Ø 将心理学与学习力提升相结合，更
具应用性与实效性

Ø 妙学巧学的快乐学习方法，让学习
充满乐趣

Ø 帮助农民工子女减少学习焦虑，建
立自信

Ø 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聚焦农民工
子女心理健康问题

Ø 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提供专业服务
Ø 重新建构正确的认知模式
Ø 促进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积极心态

建设Ø 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
认可

Ø 由镇海心协发起成立了“宁
波市知音心理服务中心”

Ø 搭建了更高层次的服务平台

06

延伸政府工作手臂的
新尝试

07

Ø 工作联动机制
Ø 工作对接机制
Ø 技术支持机制
Ø 专业工作保障机制
Ø 志愿者团队建设与服务机制

为解决农民工子女问
题进行了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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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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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宣传管理



项目宣传报道

省级以上
媒体3次

 2017-06-22 中国教育装备网：
《宁波市镇海区农民工子女
心理疏导示范项目启动》

 2017-05-11浙江在线：《镇
海“农民工子女心理疏导”项
目获中央财政支持》

 2017-06-21浙江省教育厅：
《宁波市镇海区农民工子女
心理疏导示范项目启动》

市级
媒体5次

区级
媒体23次

自媒体
持续宣传

 2017-05-11宁波日报专栏报道：
《镇海“农民工子女心理疏导”
项目获中央财政支持》

 2017-12-08宁波晚报专栏报道：
《镇海区这个“农民工子女心理
疏导示范”项目是全省第一个！》

 2017-12-10宁波日报专栏报道：
《“外来娃”心理亚健康需更多
关爱》……

 2017-6-20《今日镇海》报专栏
报道：《同类项目中全省唯一
获中央项目支持》

 2007-09-04《今日镇海》报专
栏报道：《我区近两万名流动
花朵请您帮忙，助“e”乡孩子建
“心”家》……

 3个微信群、心晴微信公众号等
自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活动预告、
报道与反馈信息……



项目宣传报道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