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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框架，形成了“大思政”背景下的心理健

康教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然而，此结合主要面向大学生，研究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尚待发展。本研究在“大思政”背景下，借鉴本科生心理健康教育，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

和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依托“一个平台、一种理念；二种因素、二个层次；三级目标，三方力量”，

构建适合研究生特点的“大思政”视野下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将研究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且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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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as been incor-
pora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ming a mental health educa-
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cro 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However, this 
combination is mainly aimed at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cro 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drew on the foundation of undergraduat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relied on “one platform, one concept; two factors, two levels; three-level goals, 
three forces” based o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dual-factor model to construct a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under the “macro 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rspective, train postgraduate students to becom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
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as well a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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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生教育在我国教育结构中是最高层次的。随着高等教育跨入了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在数量扩张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这是各研究生培养高校一直在积极思考的问题。 

2. “大思政”与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强调了“德”、“善”在大学教育中的

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现代 2035》，将注重“以德为先和全面发展”作为现时代教

育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大学教育的本质是让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大学教育如果培养出的是有才无德

的学生，那么这样的培养教育体系在某些方面就出现了问题。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里经历了多次革命、

改革、建设阶段，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以及迫切需要发展的客观现实，使得高等教育部分忽

视或者有选择地将德置于才之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

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下，“大思政”应时而生、应时而用。 
“大思政”是指以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张冰华，杨红月，2024；牛帆，

李一冉，2024)。“大思政”的提出，标志着思政教育已成为维持社会稳定、应对时局变化的重要举措。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影响并指导着实践，只有搞好“大思政”，才能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意识和全球视野，促进学生主体的全面发展，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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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 2005 年初提出让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教育相结合的理论，2011 年明确将其纳入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畴。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要求高校构建全员、全过程、全课程育人模式，将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提出切实构建包括心理育人在内的“十大”育人体系。2020 年教思政[2020] 1 号文《教育

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第四部分第 13 条对心理健康教育从课程、师资、

服务体系等方面明确提出了要求，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框架，

形成了“大思政”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3.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目前而言，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贺鹏宇，田艳，2022；刘小丽，2020；
田甜，王益彬，2020)：一是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时，学校复试小组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了解考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或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二是新生入学后，进行心理健康测试筛查，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根

据测评结果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研究生进行面谈。三是个人心理危机发生后，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对

其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四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些学校会为研究生提供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但是部分高校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对薄弱。首先，相当部分高校并没有为研究生开设心理健康

教育这门课程，这就导致研究生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贺鹏宇，田艳，2022)。其次，

研究生心理健康缺少专门的负责机构。大多数学校都设置有心理咨询中心机构为广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

服务，但是主要是面向本科生，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服务成为了“顺带”的工作，缺少专门的考量和评价

标准。第三，缺乏全员心理健康育人环境。研究生是导师责任制，但导师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进行学术指

导和科研产出，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关注较少。科任老师会为研究生上一些公共或专业课程，但几乎

只有上课才出现，下课即走人。辅导员直接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但由于研究生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

力强，且其活动多以实验室为单位，因此辅导员与研究生日常接触较少，无法从日常行为中感知学生的

心理状态，一般等辅导员发现问题时，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这也就导致了第四个问题，即主要关注极

端心理问题。因为对研究生的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到位，一旦发现就比较严重了，于是研究生心理健

康的主要工作就是集中在关注极端心理问题，而忽略了心理问题的预防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2020 年 9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

意见》，强调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本研

究将在“大思政”背景下，从教育原则和理念、模式、方法或途径和效果评价方面探索研究生心理健康

教育模式。 

4. “大思政”视野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和理念 

加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新形式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通过一系列心理理论和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情感困惑、情绪障

碍等心理问题，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适应社会，侧重人的心理层面和微观世界(柯蓝，张登沥，2010)。
课程思政要求高校教育改革必须从育人本质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出发，围绕课程改革核心关键，发挥课

程教学的育人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将教书育人融入课程教学环节，充分

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挥所有课程的育人功能，让所有教师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环节，

实现全方位育人。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基础、目标、内容等方面逐步融合(郁翠微，2021)。
就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而言，遵循在显性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上穿插隐性思政教育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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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思政”视野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 

就现阶段而言，针对研究生进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即便是有专门为研究生开设

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内容、方法和手段方面也与普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并无二致，尚未建立完整、

独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本研究在“大思政”的背景下，借鉴本科生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咨询、

心理辅导、心理调节经验的基础上，依托“一个平台、一种理念；二种因素、二个层次；三级目标，三

方力量”，构建适合研究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身心健康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思政”视野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以“去问题或疾病”为中心，其目标是减少或去除心理问题、症状、疾病，默认没有

心理问题就是心理健康。随着积极心理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兴起和流行，研究者提出了心理健康

双因素模型，认为一个真正心理健康的人，不仅仅是没有心理问题的困扰，还拥有积极的心理品质和机

能(禹玉兰，沈玉洁，2018)。 
“一个平台、一种理念”。“一个平台”，即心理健康测评和管理平台。目前大部分高校都购买了

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与管理的服务平台，比如心理健康云服务平台，心理软件心理管理系统，心理

测评管理系统等。研究生心理健康测评、档案管理、咨询记录等采用本科生心理健康管理系统即可，不

需要另外再购买系统。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不同，但心理健康测量和管理平台可以用

同一个。“一种理念”，指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基于“大思政”的理念而展开”。 
“二种因素、二个层次”。“二种因素”，指心理健康的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因素。心理健康双因

素模型(Dual-Factor System of Mental Health, DFM) (弋新等，2022)认为心理健康应同时包括消极部分的缺

失(抑郁、焦虑为其核心指标)和积极部分的拥有(幸福感为其核心指标)，主张在以抑郁等消极指标作为依

据的传统测量上融入主观幸福感等积极指标。国内外研究者们已逐渐不再从消极或积极单一的角度来研

究心理健康，而是认为消极层面的心理病态指标和积极层面的主观幸福感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应同时

考虑，分别从负向和正向两方面来刻画心理健康状况(禹玉兰，沈玉洁，2018)。因此，对于研究生心理健

康教育而言，我们要同时着眼于降低研究生的心理问题和提升研究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二个层次”，

指构建与本科阶段保持连续性但又针对研究自身特点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相较于本科生心理健

康而言，研究生是心理健康教育属于第二种层次，更高的层次。研究生的心理特点与本科生具有明显的

差异性，本科生的心理问题倾向以适应问题、人际交往问题、思想不成熟等为主，研究生则已转变为对

未来无把握而产生的不安和担忧。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多与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他们更多关注社会，

思考未来，积极寻找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以期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因此研

究生心理教育要在本科生的基础上，提供更高一级层次的心理健康服务。 
“三级目标，三方力量”。三级目标，指预防为主，兼顾心理咨询和治疗。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一般

划分为三级：一级目标是以预防教育为主，面向全体学生，注重潜能的开发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二

级目标是以预防教育为主，针对普遍的心理问题进行辅导和咨询，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三级目标以治

疗心理疾病为主，针对有心理障碍和疾病的个体进行心理诊断和治疗。以往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通常局

限于二级和三级目标，对一级目标缺乏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级目标是研究生最主要的心理健康教育的

目标，要强化一级目标，兼顾二级和三级目标。因为研究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有真正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造才能、奋发向上等积极心理品质才能

更好地发挥研究生作为未来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只有把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定位在积极心理品质的

培养和塑造上，才能保证把绝大多数研究生培养成健全的、日趋完善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具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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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精英社会成员。同时，也只有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过程，才是积极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正如

Keyes 指出的“大部分人都感到生活良好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不是最大的挑战，真正的、最大的挑战是在

那些感觉良好的人中，没有足够多的人是振作向上的”。如果国家促进国民健康的政策只关注心理疾病，

虽然能够起到减少心理疾病的作用，却达不到促进心理健康、追求幸福的目的。因此，预防为主，兼顾

咨询和治疗的三级目标，不仅是心理健康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研究生的必然

要求。 
“三方力量”，指心理老师、导师、其他老师(科任老师、辅导员等)三方密切相关的师资力量为研究

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心理老师是指学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相关老师，为研究

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生接触最多的老师，与研究生的学

业、科研课题、学术论文以及毕业，都息息相关。他们最了解研究生学习方面的压力、困境或成就，因

此，也能及时关注和注意到研究生心理的变化。科任老师和辅导员等其他老师在研究生需要或信任的情

况下，也可以为其提供心理安慰或帮助。 

6. “大思政”视野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采用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的量表评估心理健康状况。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量表包括两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方面是测量负性心理状态的量表，比如评估焦虑、抑郁情绪；另一方面是评估积极心理状态

的量表，比如评估幸福感等积极情绪。 
课程思政效果从学生视角、教学视角和课程视角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就学生视角而言，采用类投

射测验的方式来测量。课程思政中传递的思政效果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学生并没有外显地感知到被进行

了思政教育，所以外显测评是无效的。投射测验是人格测验的一种，指采用某种方法绕过受访者的心理

防御探测其真实想法(刘雪婷等，2019)。类投射测验，指的是参考投射测验的做法，给研究生看可以做出

多种解释的未完成的图片及一句未完成的话，要求研究生完成图片并根据提示语(一句未完成的话)解释图

片。一句未完成的话就是基于课程思政设定的一句暗示性的语言，让研究生顺着思政的方向开始解释图

片或讲故事。研究生的解释会带有自己潜意识的思想，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内心的想法。教

学视角是上课教师(团队)就其设计和实施的思政元素进行评价。课程视角是教学督导组、行政组、及其他

老师对该课程的思政元素进行评价。 

7. 结论 

本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和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在“大思政”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平台、

一种理念；二种因素、二个层次；三级目标，三方力量”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大思政”视野

下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党在新时期加强教育改革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必然要求(张利萍，

2021)。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个体，服务于社会，将研究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

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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