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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迫切要求。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既有心理知识的传授、心理活动的体验，还有心理调适技能的训练等，是集知识、体验和训练为一体

的综合课程。教材是课程的核心载体，本文对“十三五”规划教材《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二版)
进行了分析，分别从教材的简介、教材内容、教材目标、教材特色进行了分析，以期为心理健康教材的

日臻完善提供改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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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rengthe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for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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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ng quality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not only teach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experience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but also training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kills,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course integrating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Teaching material is the core carrier of the course.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New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second edition), respectively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the targe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in order to provide improvement idea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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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育，是高校人才培

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

课，也应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刘春

艳等，2011)。教材是课程的载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核心载体。教

材又称课本，它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它不

同于一般的书籍，通常按学年或学期分册，划分单元或章节。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好心理健康教

育课，对教材进行分析很重要。分析教材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一项基本功，分析教材是指教师按照教

学大纲的要求，通过通读教材，熟悉教材的基本内容、知识的编排体系、领会教材编写内容的一个过程

(刘志安，赵巨东，2003)。教师只有充分挖掘出教材的隐性价值，才能做出更好的教学设计，上出更加精

彩的课(吴立宝等，2016)。 

2. 教材简介 

当代大学生整体心理素质不容乐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的成长，更关系到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其中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教会大学生心理调节的方法是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最重要的途

径之一，也是这本书的编写目的所在。《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二版是在 2018 年 1 月由南开大学

在天津出版，主编是吉家文。本书是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基本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教思政厅[2011]1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教思政厅[2011]5 号)等文件精神进行编写。本书的作者均是从事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多年的教师，具有扎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心理咨询经验。《新编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第二版是全国心理健康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是“互联网+”新形态一体化精品教材。

它是面向全体大一学生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课所使用的规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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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材内容分析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8 年印发)》(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

指导思想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义和利、群和己、成和败、得和失，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健康心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纲要》指出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包括：推进知识教育、开展宣传活动、强化咨询服务、加强预防干预。《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教学基本要求》)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分

为三大部分、十二小部分，《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依据《纲要》及《教学基本要求》的要求，

将内容编排为十大板块，具体内容见图 1：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eaching contents 
图 1. 教学内容比较 

 
通过比较分析，《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部分教学都是根据《教学基本要求》设计的，但是

“大学期间生涯规划及能力发展”却没有涉及，这是其中的不足，生涯规划对于大学生来说很重要，可

以帮助他们在大一的时候确定自己的目标方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目的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更

好适应大学生活，获得自我发展。其次，《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教学基本要求》的“大学生

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大学生心理咨询”、“大学生心理困惑与异常心理”这三部分合并为“第

十章大学生心理异常与心理咨询”，这会缩短一些必要内容。《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大学生

的网络心理”单独列了一章，这是因为随着新媒体的涌现，大学生接触、接受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

给大学生心理健康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网络上涉及的黄、赌、毒等有害信息可能深刻影响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和价值观取向，这是创新的地方。 
在课程的环节设计上，《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课程设计为“名人寄语”、“学习目标”、

“基础概念”、“关键名词”、“案例导入”、“主题知识”、“本章重点”、“课程实践”环节。“名

人寄语”是跟本章知识内容有关的，如第三章“大学生人格发展”里的名人寄语“只有伟大的人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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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伟大的风格。——歌德”，“名人寄语”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本章内容的兴趣，也可以引起学生对本

章知识的重视。“学习目标”是明确本章学习内容的目标，可以让学生知道学习本章需要掌握什么。“基

础概念”是在本章知识内容里提取的几个基本概念，如第一章“心理与心理健康”列举出了“心理现象”、

“心理健康”、“心理冲突”、“心理冲突”的概念。关键名词是提取了几个本章知识的关键名词，如

第三章“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关键词“人格、气质、性格、人格特征、人格障碍”。“案例导入”是为

了导入本章主题知识，是和本章主题相关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也可以引起学生的

反思。在课程知识学习结束之后，学生可自主进行“课程实践”。通过“自我测试”、“活动体验”“问

题思考”等练习，学生能巩固自己所学的知识点，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主题知识”环节里面，每

章有“心理故事”、“案例分析”、“知识链接”、“名人名言”等版块，能帮助学生准确、深入地理

解并掌握知识点。 

4. 教材目标分析 

胡定荣指出对教材进行分析，就要对教材的要素进行分析，教材作为课程的载体，承载着课程的目

标、内容、实施和评价要素。从课程的角度分析教材的要素，教材要素包括教学目标与意图、教学内容

及其编排呈现方式和作业检查方式。教材的要素分析需要教师参照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相应要求进行比

较分析，理解这些要素的特点(胡定荣，2013)。其中，对教材的教学目标分析尤其重要。《教学基本要求》

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目标分为知识层面、技能层面、自我认知层面三大部分，《新编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教材依据《纲要》及《教学基本要求》的要求，将教学目标分在不同的板块和章节，具体

内容见图 2：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图 2. 教学目标比较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课标关于目标的要求具有宏观性和概括性，而教科书关于教学目标的要

求则具有微观性和具体操作性。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的落实。例如《教学基本要求》知识层

面的目标要求了解心理学有关的理论和基本概念，《新编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每一章第一节都是概述，

就是介绍相关的基础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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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材功能分析 

5.1. “大学生心理健康导论”分析 

“大学生心理健康导论”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一章，是起始课。《教学基本要求》

指出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能够自主

地调整心理状态，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 
大学生不同于初高中生，其认知能力、情感和人格的发展日趋完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稳定。首

先让大学生认识心理活动的实质，了解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能够站在理论的高度去系统科学的认识

心理现象。其次让大学生认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了解心理健康的标准、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标准及影响因素，能够让大学生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对心理健康引起重视，知道影响因素后有意识地

寻找帮助，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的兴趣。因此，本章导论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导入部分，具有承上启下不容忽视的作用。 

5.2.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分析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二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指出要充分调动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积极性、主动性，因

此，本章按照教学标准，要求大学生理解自我意识的含义、结构、发展理论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认识

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及其特点、了解大学生常见的自我意识问题及调适方法。大一新生刚入学，

可能不适应学习和生活，可能有对所学的专业不敢兴趣、可能对未来迷茫，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什么、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他们不断追寻的问题。因此，在这个时候，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尤为重要。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可以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悦纳自己，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找到自己的兴趣、

方向，有效控制自我，积极超越自我。所以，本章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是必要的。 

5.3. “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分析 

“大学生人格发展”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三章。《基本要求》指出通过教学使学生

了解人格的基本知识、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和自我人格发展状况，掌握大学生常见人格缺陷的表现、

形成原因及调适方法。大学阶段是个体人格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如果人格出现异常，会影响正常的

学习和生活，不利于促进心理健康。因此，向大学生介绍“大学生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人格异常的

变现及评估、人格完善的途径和调适方法”，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人格的发展，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5.4. “大学生的学习心理”的分析 

“大学生的学习心理”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四章。《纲要》指出要通过创新心理健

康教育教学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在大学里，竞争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学习成绩，眼界学识、文

体特长、社交能力、组织才干都成了比较的内容。如果大学生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且不能恰当接受和对

待学业成绩，就会产生一些学习心理障碍。其次，如果大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当，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目

的不明确，自我约束能力弱，容易出现厌学、焦虑、懒惰、自卑、兴趣偏狭、消极归因等问题。本章介

绍了大学生学习的特点、影响大学生学习心理的因素、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及潜能开发、大学生常见

的学习心理障碍及调适。本章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健康学习心理、明晰自己的学习状态、找到自己

正确的学习动机、接纳自己学习中的失败、树立学习的信心、激发学习兴趣。“大学生的学习心理”不

仅对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还对大学生学习其专业知识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内容必不

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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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大学生的情绪管理”分析 

“大学生的情绪管理”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五章。《纲要》指出要培育大学生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大学生正处在向成年期过渡的阶段，这既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

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情绪冲突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学生很容易出现情绪困扰，他们的身心发展尚

不平衡，成人感与幼稚感并存，往往面临着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因而在情绪的表现上也显得更为复杂多

样。本章介绍了情绪的概念、情绪的类型、情绪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学生常见情绪困扰与调适。通过本

章学习，当学生出现烦恼、感到苦闷时可以学习一些调适不良情绪的方法，以促进心理健康。 

5.6.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分析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是本书的第六章。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较中学更为广泛与深刻，角色呈多元化。

来自不同地域、民族、教育背景的新生来到新的学校，人际关系的适应成了他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章

介绍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影响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因素及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的各种心理效应、大学

生人际交往技巧、大学生人际关系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方法、网络交往。通过本章，大学生能提升自

己的交往能力，正确认识自己，培养自尊自信的积极心理品质。 

5.7. “大学生的恋爱与性心理”分析 

“大学生的恋爱与性心理”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七章。爱情无疑是大学生最为关注

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他们最感困惑的问题之一。随着大学生的生理和性心理的发展，爱情需求与性意

识也快速发展起来，他们对异性充满好奇，关注异性，他们试图建立相对稳定的恋爱关系。但是大学生

处于刚刚跨入成人行列但并未真正成熟的特殊阶段，他们正处在性生理和性心理发展的高峰期，如果处

理不好这些问题，就会出现各种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会影响他们人际交往、学习及心理健康。本章介

绍了爱情的概念和内涵、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及调适方法、大学生性心理的发展与特点、大学

生性心理的困扰及调适方法。这章能让学生对爱情有一个科学的概念，形成正确的爱情观，形成正确的

性观念，懂得保护自己，勇敢应对性骚扰。 

5.8. “大学生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分析 

“大学生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八章。大学生在大学会面对各

方面的压力，比如人际交往压力、学习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等，在学习和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挫

折。在挫折和压力影响下回显示一系列的不良生理和心理反应，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本章介绍了压

力和挫折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心理机制、大学生压力和挫折的形成原因、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的方法和技

巧。通过本章学生知道有压力和挫折都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怎么看待，怎么处理，他们能正确看待压力，

并且用一些小方法和技巧去应对。 

5.9. “大学生的网络心理”分析 

“大学生的网络心理”是《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九章。随着新媒体的涌现，大学生接触、

接受信息的渠道日趋多样化，这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知识与信息获得的快捷与便利，同时也给大学生心

理健康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网络上涉及的黄、赌、毒等有害信息可能深刻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发展和价值观取向(石磊，2009)。本章引导大学生理性正确认识网络，介绍了网络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

从而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心理健康观念，让大学生掌握网络心理障碍的预防策略和自我调节的方

法。本章的学习对于形成大学生的健康网络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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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大学生心理异常与心理咨询”分析 

《纲要》指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强预防干预、强化咨询服务。优化心理咨询

服务平台，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积极构建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自助与他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

育与咨询服务体系。健全心理危机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做好对心理危机学生的跟踪服务，注重做好特

殊时期、不同季节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定期开展案例督导和个案研讨，不断提高心理危机预防

干预专业水平。轻微的心理困扰一般的心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得到缓解，如果心理困扰的程度较重，

且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缓解，则有可能是严重心理问题，就需要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正规

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本章主要介绍了大学生心理异常及自我调适的方法、常见的心理疾病及其应对

方法、大学生心理咨询的概念、类型、形式及意义。通过本章，学生能够审视自己的内心，正确看待心

理疾病，面对心理困扰主动察觉，有意识地用一些小方法调适，而自己不能解决的，学会向同伴、朋友、

老师寻求帮助。 

6. 教材特色分析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指出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各种资源，

利用相关的图书资料、影视资料、心理测评工具等丰富教学手段。《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

就是在书中有很多学习的二维码，学生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直观的学习资料，其中二维码内容包括

有“微课视频、教学课件、心理访谈、心灵剧场、歌曲、新闻等”，每一章的二维码数量见图 3： 
 

 
Figure 3. Number of QR codes in teaching Materials 
图 3. 教材二维码数量 

 
从图中可以看出，每章都平均有 7 个二维码，除了书中的基本内容补充了相关的资料，说明本书教

学资源丰富。如第四章“大学生学习心理概述”里讲到学习心理的概述时，引入了一个“心理小组采访”，

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7. 结论 

教材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联系的纽带，教材与教师、学生共同构成了教学活动的基本要

素，可见教材的重要性(杨玲，磨东东，2019)。本文简单地对“十三五”规划教材《新编大学心理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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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进行了简单地分析，总的来说，这个教材编写得很好。它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教学方式都是按

照了《纲要》、《基本要求》来设计的。教学环节也很丰富，包括“名人寄语”、“学习目标”、“基

础概念”、“关键名词”、“案例导入”、“主题知识”、“本章重点”、“课程实践”等环节，设计

巧妙。课程也充分发挥了师生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开展课堂互动活动，避免了单向的理论灌输和知识传授。 
但是也有一些不足，第一，教材未涉及大学生的生涯规划、时间管理方面的内容。第二，课程内容

理论性太强，理论知识太多，专业性太强，大学生没有学习过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有些东西可能理解不

了。第三，重点不突出。第四，体验性活动不够充分，《基本要求》指出课程要采用理论与体验教学相

结合、讲授与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如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心理测试、团体训练、情境

表演、角色扮演、体验活动等，课程的体验活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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