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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s five ways: “one 
pioneer, four weapons”; a pioneer: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rational and peaceful 
mentality and guiding students to balance themselves with others; four weapons: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unifying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Emphasis is placed on educating all employees,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educating people in all directions, so tha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to students’ lives in all direction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basic mental health li-
teracy of front-line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Constructing a four-level psychological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 an abnormal ev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actively discovering and intervening in advance are the breakthrough points of 
th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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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具有五大途径：“一个先锋，四个武器”。一个先锋：注重培养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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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和的心态，重视引导学生自我与他人的平衡。四个武器：融合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统一

心理与德育教育；强调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让心理健康教育全方位融入学生生活；重

视一线教师心理健康基本素养的培养，提升一线教师处理学生负面情绪的能力；构建四级心理危机预警

体系，异常事件预警体系，主动发现，提前干预是危机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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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简称《纲要》)经部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由中共教育部党组

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印发。《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纲要》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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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教育教学、

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

注及时、措施得当、效果明显，心理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和实

施者，要切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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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2. 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现实针对性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有利于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施和精神

文明建设，为社会和谐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于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2.1. 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 

当前，我国正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稳定的经济发展和谐的社会氛围，是实现中

国梦的必经之路，作为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是高等学校教

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健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竞争不断加

剧，生活、工作节奏大大加快，各种心理和社会刺激越来越多，这些对人们心身健康造成的威胁和危害

也越来越大。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大学生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社会环境，人际交往和教育模式的心理影

响，注定会产生心理困扰。大学生心理健康是爱岗、敬业、拼搏、创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

践。因此，新时代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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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汇聚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强大正能量，真正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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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 

培育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是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的重要内容。教育大学生掌握自我意识发展规律，调整情绪与情感，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宣扬恋爱与性

健康心理，提升挫折承受与应对能力，明确心理障碍与心理疾病特征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

要内容。此外，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融入养德、启智、健体、益美、勤劳，心理健康教育与德智体美劳育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心理健康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是高校立德树人

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功能，实现心理

健康教育与德育、美育、智育、体育、劳育相互促进，协力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加强品德修养、增强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我国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已有成就与潜在提升 

3.1. 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的已有成就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推进，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迅速发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受益

面不断扩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明显增强，心理健康素质普遍提升。近期，张宇迪[1]调查了 10 个省级行

政区域中 26 所高校 10,590 名学生的人口学基本信息、家庭经济状况及自杀意念的水平。结果显示自杀

意念严重的学生占 0.60%、偏重占 1.18%、中等占 4.60%、很轻占 8.88%、没有占 84.74%，一定程度反映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中国大学生自杀率较低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高校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心理危机应

对工作机制。2016 年至今，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处于第四个阶段：规范发展阶段[2]，需要巩固已

有成果，攻克现存障碍。 

3.2. 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 Ebbinghaus)曾这样概括地描述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有一个漫

长的过去，但只有短暂的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史，心理学的历史十分短暂，给高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实践带来挑战和机遇。我国现行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内容是由青少年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

[3] [4]构成，源于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理论衍生出来的生理心理

学与认知心理学，突出心理是生理的本能冲动，阐释了心理健康受生理成长的影响，为解除大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烦恼，为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设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使得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取得丰硕成果。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优点在于能够较好解除青少年生理发育及认知困难衍生的

心理疑惑，解决大学生较为普遍的，具有共性的心理问题，极大地减少了心理问题带来的自杀等恶性事

件。缺点在于不能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心理脆弱，自卑，焦虑等具有社会因素的心理问题，提

供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 

3.3. 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潜在发展 

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强调生理本源，弱化社会对心理的影响[5]，这给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带

来一些潜在缺失[6]。对 14 所重点高校 33 例自杀死亡学生的调查发现，学校负性生活事件是主要诱发因

素，其中学业困难和恋爱问题是最重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自杀死亡学生缺乏有效的心理辅助工具应

对负性生活事件，这是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提升方向。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

的个体心理学突出社会因素的作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竞争和完美的愿望，并衍生出针对社会性

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对学生的心理冲击。虽然个体心理学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但其

理论术语具有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定义，理论科学性不强，缺乏系统性。个体心理学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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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方法引入我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 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原则 

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行为特点，《纲要》明确指出高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需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 

4.1. 科学性与实效性相结合，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上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思想教育价值属性。加强高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努力把大学生培养成有毅力、乐沟通、多兴趣，好习惯，自调情绪，身心健康的高素质

人才，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心理健康教育规律，科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逐步完善心理健康教

育和咨询服务体系，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要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全过程，充分挖掘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深层次的思想教育内涵，推出高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与课程思政教学相结合的实践项目，切实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效解决学生思想、心

理和行为问题，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实现以心理育德、以心理增智、以心理强体、以

心理培美、以心理带劳，为成就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幸福人生奠定坚实基础。 

4.2.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上注重整体提升与因材施教 

高校在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育过程中，应在确保学生心理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水平。结合学生的年龄情况、家庭背景、性别差异、专业

特征以及身心发展状况，针对不同学生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每个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负责，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针对性设计共情游戏和训练场景，学生分批分类参与心理训

练实践，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满足不同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实现

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普遍提升。 

4.3. 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上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 

高校要发挥为社会培育合格专门人才的职能，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心理咨询师、辅导员、

班主任等育人主体的主导作用，强化家校育人合力，实现高校、社会、家庭三方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有机统一，精心设计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创新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形式，赋予高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时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丰富内涵。心理健康问题有很强的私密性，是绝对的个人隐私。本

着对每个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负责，关注学生个体差异的原则，需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心理健康教育的

共情游戏和训练场景设计要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培养自主自助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和能力，

培养学生用于直面心理问题的习惯，实现增强学生心理免疫能力的目标，学以致用，提升学生精神生活

质量水平，有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 

4.4. 发展性与预防性相结合，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上注重动态地看问题和解决问题 

高校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和学生全面发展的新需求，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自我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时间支配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充分

挖掘学生心理潜能，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高校要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战略心理预

防干预响应机制，一旦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及突发事件等触发响应机制，要对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

加强心理危机预防干预，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严重心理危机个案的发生，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经济高速

发展新常态下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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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途径 

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着力在价值取向、指导思想、工作定位、师资

建设、干预机制五个方面创新实践路径，构建具有内生动力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5.1. 价值取向方面：培养学生理性平和的心态，引导学生自我与他人的平衡 

学生的价值取向是在学习、生活中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需要长期缓慢的培养和引导。将高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和校园活动，力求润物无声。高校要打造具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特色的

校园活动，可结合“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邀请专业心理辅导人员普及情绪自我调节方法，设计共

情游戏和实验场景，在保证学生心理安全的前提下，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

理性平和的心态，在模拟游戏中锻炼学生平衡自我与他人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5.2. 指导思想方面：融合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统一心理与德育教育 

高校要坚定思想，提高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要认识到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

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有效载体，是大学生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重

要途径，是实现立德育人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是我国高

等教育的特色，改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形象，为育人和助人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潜移默化

的提高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现平台。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培养健全的人格，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交习惯和调整心理情绪的生活能力，成长为身心健康，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5.3. 工作定位方面：强调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高校要准确定位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推动全体在职人员参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设计从入学到毕业全过程分阶段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程，思考学生学习、生活、工作对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影响，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全覆盖。制定分层次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在职人

员根据与学生直接接触的频次分类分层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管理人员要明确学生心理的基本状

况，定位心理状况不稳定的个体学生；服务人员具备基本的社会交往常识与心理抚慰技巧；一线教师具

备融合心理健康教育与专业知识讲解的能力；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职人员具备精湛的心理健康知识

以及丰富的心理引导临床经验。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全覆盖有利于消除影响学生心理波动的隐患，

有利于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严重心理危机个案的发生。 

5.4. 师资建设方面：重视一线教师心理健康基本素养的培养， 
提升一线教师处理学生负面情绪的能力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长期的工作，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任教师受学时限制，与学生只有短暂的接

触，不能长期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产生了工作内容的长期性与工作时间的短期性矛盾。实际数据

也说明了这一点：大学生在一年级接受专任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一年级的自杀死亡率低于其他年

级的自杀死亡率[1]。高校教育实践中，一线教师全程陪伴大学生的成长，有时间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维护，因此，培训一线教师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提升一线教师处理学生情绪问题的能力，有利于缓

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内容长期性与工作时间短期性的矛盾。 

5.5. 干预机制方面：构建四级心理危机预警体系，设计异常事件干预机制 

《纲要》强调：“健全心理危机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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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体系，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该机制为降低我国大学生自杀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心

理健康问题的不可见性使得心理问题预防预警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主动发现，积极干预可以有效降低不

可见性的危害。设计异常事件干预机制，满足条件的异常事件发生，触发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机制，

针对性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比如：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干扰高校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也

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冲击，针对性的进行心理干预，发掘学生潜在的心理隐患，提升预警体系的主

动性。 

6. 总结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五种实践途径中，价值取向直面大学生心理问题，是解决心理问题的

先锋，其他四种途径则是有力的工具，五种途径相辅相成，协调共进，使得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及时、

措施得当、效果明显，心理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在工

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需要根据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从现实出发，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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