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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都存在

许多困境。充分挖掘劳动教育的心理育人价值和课程特点，将劳动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一方面

可以拓展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创新发

展，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质量，有利于促进其综合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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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both 
important cont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bu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course implementation. We fully excavate the value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labor education in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On the one hand, it can exp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r educa-
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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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its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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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培养的大学生不仅需要良好的道德素

质、专业素质、身体素质，还应具备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全面发展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劳动教育具有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1]。劳动教育还具有心理

健康促进作用，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更能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增强社会责任感，激发

创造力，形成健全人格[2]。充分挖掘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育人特点和课程优势，将二者有机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不仅能够创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拓展高校劳动教育实施的新

途径，有利于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目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点和实施困境 

2.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点 

2.1.1. 课程目标多样化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目标包括知识、技能和认知层面。知识层面：使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有

关理论，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技能层面：使学生掌握自我探索技能，心理调适技能及心理发展技

能。自我认知层面：使学生树立心理健康发展的自主意识，了解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能够对自

己的身体条件、心理状况和行为能力等进行客观评价，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能

够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从课程目标可以看出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培养

心理调适的能力，促进大学生能够积极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调适。 

2.1.2. 课程内容多样化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丰富，包括心理健康知识及心理调适技能等许多方面。《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中列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这门

课程，大学生需要了解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和异常心理等心理健康方面的基础知识；需要学习自我意识

与培养、人格发展与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自我和发展自我；需要通过学习生涯规划及能力发展、

学习心理、情绪管理，人际交往、恋爱心理、压力管理与挫折应对、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等方面的

知识来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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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课程教学形式多样化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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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开展课堂互动活动，避免单向的理论灌输和知识传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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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各种资源，丰富

教学手段，也可以调动社会资源，通过开展各类活动补充教学形式。 

2.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困境 

2.2.1. 课程性质的理解偏差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中指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集

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公共课程。然而，许多高校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仅仅看到了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是一门公共课程的性质，却忽视了其对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功能和意义，

在课程设置上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以前，绝大多数高校都是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来开设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随着《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出台，明确要求要将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为公共必修课，大多数高校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由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但是有的学

校还是会压缩课时。公共课往往是大班教学，学校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考核不重视，学生更是抱着凑学

分的心态来学习，从学校、老师到学生层面都没有对课程性质给予认真的理解和重视。 

2.2.2. 课程目标的实施偏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中明确指出学生要掌握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

会心理调适技能，能够应对挫折，积极地进行心理调适。但是，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只关注对学生

理论知识层面的传授，忽视了对学生在自我认知层面的引导和心理调适技能方面的培养，这样的课程实

施偏离了课程目标就难以实现其重要的课程功能和价值。 

2.2.3. 课堂教学和考核形式传统 
一般来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都是大班授课，学生人数比较多，课时相对也较少。为了能够

按时完成理论知识的传授任务，大多数教师在课程教学时都以教师讲授为主，偶尔加入课堂心理测量或

者提问与学生互动[3] [4]。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认知和技能层面的学习需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际活动中

学生才可以真正有所体验和理解，采取单一的课堂讲授方法，一方面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

面也不利于学生对学习内容的体验和掌握，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另外，大多数学校的大学生心理教育

课程考核还是以试卷答题、论文撰写等方式来考核，这样的考核方式既难以衡量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技能

的理解和掌握，也不能促使教师积极改进教学方式，从而使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流于形式。 

3. 劳动教育的特点和实施困境 

3.1. 劳动教育的特点 

3.1.1. 实践性 
实践性是劳动教育的基本特征。劳动教育的主要活动形式，包括日常性劳动、社会实践或者义务劳

动、生产实践或者企业学习等，是基于实践的教育活动[5]。陈勇军认为，“劳动教育的本质涵义是指通

过参加劳动实践活动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受教育者多种素质的教育活动，是融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为一体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综合性教育。”[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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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具有综合育人功能 
劳动教育一直被视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更应充分发挥好劳动教

育树德、增智、健体、育美、创新的综合育人价值。高校劳动教育不仅要培育和养成学生的劳动观念、

态度、知识和技能，而且还要开展与劳动相关的身体锻炼、心理健康、劳动审美等教育，劳动教育的教

育性正是通过其综合性体现出来[5]。 

3.2. 劳动教育的实施困境 

3.2.1. 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 
学校对劳动教育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导致劳动教育体系不完善，没有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和有

效的管理机制，相关的保障机制未全面建立。有的学校对于劳动教育课程设置没有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

未规定相应的学分、课时，没有专门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没有配备专业的劳动教育课程教师，缺乏

对劳动教育进行系统地安排[8]。 

3.2.2. 劳动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劳动发生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融入于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教育课程也应该是密切联系学

生实际生活的课程。然而，在劳动教育课程教学上多数学校还是以理论灌输为主要方式，活动缺乏创新。

有一些教育内容则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调整，无法调动起大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3.2.3. 劳动教育实施途径单一，影响劳动教育成效 
绝大多数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主要以学校教育为主，极少有高校与家庭、社会形

成联动[8]。虽然不少高校有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如结合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公益劳动、勤工助

学等，但所提供的劳动实践岗位数量有限，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普及程度不够广泛，受

众面小，难以满足所有大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需要。 

4. 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理论依据 

4.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有相似的改革方向 

4.1.1. 加强实践化教学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在课程性质和课程目标上都具有与实践操作和技能掌握紧密联系的特

点，但是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都偏向了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取向。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需要着眼于当下学

生的现实问题，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和平台，注重学

生的参与和体验，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让学生真正有所收获。 

4.1.2. 教学内容生活化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内容除了宣传普及心理科学的基础知识，还要培训学生心理调适的技能，让学

生掌握维护心理健康和提高心理健康素养的方法。心理调适和我们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心理健康课程

的教育内容必然要从学生的日常实际生活出发，要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去体会和认知心理调适的知识和

技能。劳动教育更是一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课程。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

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9]。劳动教育如果脱离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如形同虚设，劳动教育

课程改革方向必然是要加强学生在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中的学习与实践。 

4.1.3. 教学评价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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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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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和训练为一体的综合课程。课程评价的内容也应既包括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也要考

察学生心理调适能力的提高等方面，更要侧重以学生实际收获与认知体验为评价重点。劳动教育既包括

对劳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也包括对劳动态度和劳动观念的培养，当然对劳动教育成效的评价也必然是

多方面的。简单的书面作业无法有效地评价学生在心理调适技能、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及劳动技能等方

面的理解和掌握，因此，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劳动教育课程的评价都需要通过多方面多途径来开展。 

4.1.4. 与其他课程的融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劳动教育的功能和内容都是多方面的，单一形态的课程形

式难以承载新时期心理健康教育和劳动教育功能的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和劳动教育都需要走向多课程、

多活动、多实践的整合性的课程实施路径，以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和劳动教育的综合性育人功能。 

4.2. 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可行性分析 

4.2.1. 劳动教育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心理育人价值 
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都提出劳动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姜凤萍的研究发

现小学生的劳动时间、劳动内容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这是因为，小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调动

了身体的机能，而身体的参与会让人产生愉悦的情感，进而对心理健康的各个维度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10]。何义认为劳动可以缓解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带来的安全感缺失引起的焦虑。劳动能激发大脑

分泌多巴胺，从而使人获得一种快乐感，劳动还可以预防神经症，可以帮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11]。王蕊

认为劳动教育对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比如有利于增强实践能力，有利于强化主动意

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12]。应斌认为中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加强劳动教育

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更能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品质、增强社会责任感、激发创造力，有利于

形成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心理健康[13]。 

4.2.2.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可以拓展劳动教育实施的途径 
相对于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起步要早一些。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有开设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在师资配置上，绝大多数高校都配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但是对于劳动教育，有

些学校还没有设置相应课程或者课程体系不完善，在师资构成方面，多数学校没有专业的劳动教育课程

教师[14]。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可以拓展劳动教育实施的途径，

使高校劳动教育可以得到进一步落实。 

4.2.3. 劳动教育可以弥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的不足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改革方向上需要由理论转向实践，注重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和开展体验式教

学。劳动教育具有生活化和实践性的特点，学生在参与劳动过程中可以加深对自我心理特点的认知和情

感体验，有利于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解，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弥补以往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教学形式传统单一的不足。另外，劳动实践活动的融入也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和考核提供内容。

比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考核可以加入过程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内容体验和操作方面

的考核，这样也可以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5. 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路径 

5.1. 课程内容的融入 

许多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内容都能够与劳动教育活动进行很好的整合，下面以部分课程内容为例，

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与劳动教育整合，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活动设计做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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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自我意识与培养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是随着学习活动、课外实践活动和各种社会交往活动而不断发展的。他们需要通

过实践活动增进对自我的认识，获得自我体验，并进一步修正自我观念，调整对自我的要求和自我实现

的行动，学生只有在与他人交往和具体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对自己的正确认知。教学活动设计：布置课

后劳动教育作业。比如，让同学分组打扫公共场所卫生，或者自行选择与他人合作进行劳动。课堂活动

内容：让学生结合自己实际参加劳动的情况说一说“我是一个____的人”，同学与同学之间互相说一说

“他是一个____的人”。结合劳动实践活动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让学生有了与他人交往的活动基础，

可以有效避免学生参加心理课堂活动时的泛泛而谈，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更高，活动效果也更好。 

5.1.2. 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是大学生涯规划及能力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入学生活适应的重要方面。班建武指

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容要重视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要重视消费教育和闲暇教育，怎么规划时间、利

用时间、管理时间等将成为新时期劳动教育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15]。让学生掌握时间管理的方法和技能

也需要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自己体验和操作。教学活动设计：可以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布置时间管理

作业任务。比如，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份时间管理计划表。时间管理计划内容可以包括一

整天的学习、生活和休闲娱乐情况，引导学生做好学习与生活的平衡，学会管理自己的闲暇时间。也可

以让学生针对自己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制定自己的消费计划、身体锻炼计划，学习计划等。课堂活动内

容：让学生互相分享交流自己的时间管理心得，指出自己的不足和好的方面，并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时间

管理做修订并持续下去。超前消费、熬夜，是当前大学生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针对学生的实际问题开展

的课堂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学有所用，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真正意义，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 

5.1.3. 人际交往 
学会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共同参与的活动是人际关系建立

的主要途径。具体的劳动实践活动，可以为学生创造相互交流的机会，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会表达如何

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学会如何与人合作交流[16]。教学活动设计：可以布置课后劳动实践作业，比如让学

生与宿舍成员共同制定宿舍规章制度，内容包括宿舍公共卫生打扫、公共财务管理、宿舍聚餐、活动安

排等方面。也可以让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勤工助学、社会兼职等方面的劳动。课堂活动内容：让

学生结合自己的实践活动内容分享自己与人交往过程中存在的困惑和经验，教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对

学生中比较典型的人际交往问题，比如宿舍人际交往、与陌生人交往、异性交往等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

指导。 

5.2. 课程内容的融入 

要想提高大学生心理调适技能就要让学生积极参与活动，仅仅通过课堂教学难以达到目标，需要开

展多种教学活动来实现。现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提倡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重视实践，感

受学习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能力[17]。劳动教育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可以将劳动教育的

实施途径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验融为一体，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知识融入到劳动教育的实践

活动中。例如，引导学生在劳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学会认知自我；引导学生学会克服

劳动实践活动中碰到的挫折，积极进行压力管理和挫折应对；引导学生在劳动实践活动中怎么与人交往，

管理情绪等等。通过在实践活动中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心理调适技能，也可以更好

地实现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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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课程评价方式及过程的融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育目标的复杂性，呼唤科学可行的评价体系。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显然

不能适应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特殊性要求，需要开展多角度多途径多维度的评价方式才能满足课

程目标实现的要求。我们可以将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纳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中。例如，布置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作业时考虑作业形式的多样性。要求学生要积极参与劳动实践活动，并结合劳动实

践活动积极思考和体会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运用心理调适技能完成相应的作业。对平时作业和课程考

核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书面作业，而是可以通过小组活动、心理情景剧、汇报等形式让学生上台展示和交

流，作业的重点在于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与劳动实践活动相结合。总之，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评价与劳

动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认知和技能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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