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2), 347-351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2039   

文章引用: 王桂清, 范文洁, 霍梦茹, 江谭(2022).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探究. 心理学进展, 12(2), 
347-351. DOI: 10.12677/ap.2022.122039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探究 

王桂清，范文洁，霍梦茹，江  谭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1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20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8日 

 
 

 
摘  要 

随着高等学校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的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不能满足学生需求。我国高校即将全

面进入“00后”时代，新时代新背景以及“00后”所特有的心理特点，要求高校积极探索育人途径，整

合教育资源，形成合力。本文从“三全育人”视域下分析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

相应对策，以期打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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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 service resources of mental 
health are not enough to meet the demand.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ll witness a new era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00s”. New era, new background, and the uniqu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00s” requi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different ways of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form a joint fo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
isting problem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wide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esen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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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ca-
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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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运用心理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李虹，2019)。而大学是人生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大学

生思想活跃、感受敏锐，心理健康经常面临威胁和考验。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等多部门都十分重视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文件对高等学校教育提出了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的要求，教育部印发的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 号文件) (中共教育部党组，2017)，对高

等学校构建十大育人体系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及要求，在心理育人质量提升体系中提出坚持育心与育德相

结合，构建“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新格局。2018 年，《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指出，要培育学生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加强育心和育德相统一(教党〔2018〕41 号文件) (中共教育部党

组，2018)。教育部颁发了《“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建设要求和管理办法(试行)》，强调要大力

促进心理育人(教思政厅函〔2018〕15 号文件) (教思政厅，2018)。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者关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研究进行分析(Lipson, Gaddis, Heinze, Beck, & 

Eisenberg, 2015; 李焰，杨振斌，2020)，我国高校根据服务目标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服务整体可以分为矫

治、预防和发展三个方向。具体包括个体心理咨询、监护性会谈、团体辅导、心理普查、危机干预、心

理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教学、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指导学院及学生心理健康组织开展相关活动

等。目前来看，有关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逐渐走向规范，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

不足，新时代新背景下，高校即将迎来全面“00 后”的时代，面对这一代大学生新的心理特点、大数据

的时代背景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寻求更多内容、更新途径、更高质量的提

升，构建更加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 

2.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缺乏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全程育人要求高校将育人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育人无时不有。大多数

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大班式通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主，是一种灌输式和纯理论的教育方法，缺乏统

筹规划(薛文婷，任露，2019)。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连贯性的从入学到毕业常态化开展，但当前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呈现“断点式”发展趋势，有的高校只在某个特殊的阶段进行教育，比如新生入学进行大

规模的心理普查，之后放任学生心理“自由发展”，部分高校仅仅将心理健康教育当作一项具体任务完

成，缺乏对学生心理状态的持续跟进与反馈，没有形成“贯穿一条线，横成一个面”的立体性工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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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健康专业师资力量缺口较大 

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规定高等学校需要按照师生比不

低于高校按师生比不低于 1:4000 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 2 名，学校应面向本专

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应设置 2 个学分(32~36 学时)，有条件的高校可开设更具针对性的

心理健康选修课，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必须具备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学历和专业资质。而

全国开设心理学的高校仅有大概 75 所，所培养的心理学专业人士并不能完全满足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需求，高校存在心理健康专业师资力量的缺口，所以需要吸纳非专业心理学出身的老师加入心理健康教

育队伍，但也造成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师资队伍配备失衡，专业化程度尚待提高(孙苏扬，2021)，因此心

理健康专业师资队伍的成长需要培训和时间。 

2.3. 教师队伍与行政管理队伍育人环节衔接不畅 

全员育人要求高校全员参与育人工作，但从心理育人的实际工作来看，在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还存

在教师队伍与行政管理队伍育人环节衔接不畅的问题，教师队伍主要对课堂负责，行政队伍主要对课堂

外负责，相互之间缺少沟通，造成重复性工作或忽略某些细节，“宿舍–班级–学院–学校”的四级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机制中，还存在部分人员缺乏心理健康专业知识、或者拥有专业化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

等问题，面对学生出现的问题，部分心理工作者是以“过来人”身份“讲道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

决学生问题；也有部分新入职的辅导员将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迅速走向和学生谈心谈话

的道路，因为缺少经验，不知道如何问，也不会从回答中抓突破点，甚至忽略学生回答中的疑点，导致

谈心谈话浮于表面；朋辈之间的互助也有可能走向互相拱火的地步。 

2.4.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吸引力不强，缺乏创新性 

全方位育人要求高校将育人工作覆盖全方全位、课堂网络校内外、实现育人无墙。部分高校开展的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沿袭一直以来的传统教育活动，每年只换主题不换内容；部分高校结合融媒体的时代

特征，开通了心理健康教育类的相关公众号，但已开通的公众号传播力不强(陈琛，陈新，王华丽，汤晓

兰，2020)，这个现象主要在于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互动平台的开发、运营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经费，平

台内容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支持，也需要开发平台更多的功能性来增加粉丝互动性和传播性。 

3. “三全育人”视域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的探讨 

3.1. 全员育人——加强队伍建设，画好心理育人同心圆 

组建一支以心理健康中心专职教师、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负责老师为核心，辅导员、班主任为主

抓手，其他教职工和学生朋辈为关键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储备体系，整合校内各方资源，形成教育

合力。以核心团队为依托，可以成立心理健康的辅导员工作室，吸纳更多有情怀的教育工作者进入专业

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组织专兼职心理老师参加相关会议、专业培训、案例督导、个案研讨活动，

提升心理老师的专业技能，促进心理咨询工作的有效性，保证心理干预工作的规范性。提高专业课教师

心理健康教育意识，组织辅导员参加心理培训，提升谈心谈话技巧，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心理培训，提升

朋辈心理互助力，进一步普及、传播心理健康知识，提高自助和助人能力、发挥心理委员的朋辈助人能

力，增强其心理服务的水平。 
凝聚心理育人工作“一条船”的意识，搭建教师队伍与班主任、辅导员等管理队伍的沟通平台，提

高专业课教师“三全育人”的意识，打破只重视专业知识讲解和科研任务，忽略心理育人的局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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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业课与心理健康教育相融合，发挥专业课程的心理育人作用。同时，提高班主任、辅导员主动联系

专业教师的意识，充分调动育人队伍之间的协调作用，真正形成全员一体化队伍。让各个阵营的教师各

尽其职的同时融合成一股强大的育人合力，着力于心理健康教育，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育人

体系。 

3.2. 全程育人——优化顶层设计，实现心理育人大方针 

根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等关于心理育人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责任制，成立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小组，制定心理育人体系工作规划及实施方案，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和落实

的责任。将心理健康教育放进学校重要发展规划中，加快推进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四级心理健康教

育网络，建立线上和线下的反馈渠道，完善心理健康状态快速反应机制，把握心理危机干预黄金处理时

间。结合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完善心理健康状态动态跟踪机制，在保密原则的基础下

建立心理危机学生干预数据库，做到分类有标准，各类有对策，并定期与学生谈话，实时跟踪学生心理，

及时和家长沟通和反馈学生的心理状态。 

3.3. 全方位育人——多层面整合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是一项复杂的多元化工作，需要国家、社会、高等学院校各部门、家庭的协

同配合。 

3.3.1. 创新授课方式，打造课程心理健康教育主阵地 
心理健康课程是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的重要途径，学校要把这一课程纳入到整体教学计划，加

快推进高质量心理课程的建设。教师要结合生命教育、安全教育，采用线下线上协同课程、翻转课堂、

行为训练等形式讲授适合学校学情的心理健康课，激发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真正做到学有所用。 

3.3.2. 完善“心理功能室”，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形式 
根据学校资源规划，形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发展性与预防性相结合、学校与学院相结合的心理功

能室，依托心理功能室，开展沉浸式的教育引导工作，让同学们在活动中了解大学生活不是话剧，没有

彩排，更没有重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多维度覆盖，使学生感受到“三全育人”润无细无声的独特魅

力。以此培养学生理性平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帮助学生直面心理问题和校园生活

中的挫折困难。 

3.3.3. 利用“网络新媒体”，缩短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互联网时代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也伴随着新机遇，“两微一端”、抖音、

快手等新媒体，正日益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成为人们娱乐、沟通、表达的新平台。何

全旭(2016)认为在大学生网络社交发达的背景下，微博是识别和干预大学生心理危机的重要途径，兼具创

新性和有效性。杨静，李素梅，常雅娟，江慧和王枫(2019)的研究表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平台建

设是顺应时代发展、符合新时代学生需求的产物。吴莹莹(2019)认为高校应创新教育模式，加强对大数据

的应用，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因此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应该依

托新媒体平台开展活动，推进“互联网+心理健康教育”建设，与时俱进，既要与当代大学生独特的心理

特点相适应、又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根据当代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的特点，利用抖音、快

手、A 站、B 站等公众可见的动态，采用抖音直播、哔哩哔哩短视频科普的形式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宣

传，打破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只朋友或粉丝可见动态的壁垒，扩大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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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高校的重点关注问题之一，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仅仅是发现问题学生、

关注问题学生，而是面向全体学生，以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为根本目标，帮助学生了解自己，悦纳自

己，从而发掘潜能，塑造健全的人格、促进其健康成长。面对日前“00 后”大学生群体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念的新特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也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的心理育人模式的同时，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积极地自我

觉察，真正做到多维协同、内生驱动的一体化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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