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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今年迎来了人工智能，共享经济，新四大发明等一系列新时代产物，

这些新事物的发展影响着学生群体。他们面临来自学习就业，婚姻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越

发严重，心理问题急需解决。虽然，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形式、内容或方式上较以前来讲，在质

量和数量上都有很大提升，但较美国来说，发展水平仍需提高，仍需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借鉴欧美国家科

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和方法，从中发现我国特色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因此，本文将我国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对比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法和对比法分析中美两国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发展现状，未来心理健康教育趋势的预测分析，为我国提供一个发展方向。本

文将通过资料搜集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对完整

的建议，希望可以为相关教育部门提供可实施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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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especially this year, it has ushered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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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of products of the new era,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new Four 
Great inven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new things affects the student population. They face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essure from study, employment, marriage, family and social interper-
sonal relationship,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lthough the form, 
content or method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has been greatly im-
proved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comp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cientif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and methods of Euro-
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need to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
tion in China from which we find the characterist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l of college stu-
dents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
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object of comparative study,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devel-
opment status of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literature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 as well as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rend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so as to provide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China. 
Through paper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find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 forward relatively complete sug-
gestions for the problems, hoping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education depart-
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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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群体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主力军，而保持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保证。根据中国知网上的数据统计：2007 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术关注度：中文发量 268 篇，一

直到 2014 年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到 2015 年达到峰值 398 篇，环比增长率高达 15%；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学术传播率：根据 2007~2017 年十年的数据来看，出现两个峰值：2011 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文

献被引量为 1039 篇，2016 年文献被引量为 1047 篇，其他时间段也都在这两个峰值上下波动 1。且此话

题主要受到教育管理和心理学两个领域的关注。由上述信息可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仍需得到重视，并

在新的发展时代，依靠新机遇更好完善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美国是现代大学心理健康的发源

地，其依托行业协会管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模式规范有序，高校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与时俱进，

危机干预工作法度严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实施精细，发展完善，有很多可借鉴学习之处。同时，中国

社会大背景发生了改变，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制度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应当深化建议，将关注点转移到

提高教育方法的质量层面；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中国学者对此

作了研究，再加上我国社会发展模式与美国不同，长远来看，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更应该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本土化研究，有针对性的加强提高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涉及心理学学科和教育学学科知识。从理论层面上看，本文通过心理学相关理

论知识对我国和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心理学教学内容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从对比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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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中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合理性和欠缺点，同时体现心理学学科在两国应用的

程度。 
从实践层面上看，美国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心理健康咨询室，图书馆，

热线电话到科学心理测量量表的制定，大批专业心理健康教育者的培养，美国在实践层面为我们提供了

可借鉴的经验，所以通过对比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真正学习美国的实践模式，对我国未来大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脚步加快，心理

学本土化研究成为热门，应当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和路径，真正实现应用心理学在我

国大学生教育领域中的价值。总而言之，中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比研究对于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

增强家庭感情纽带，减少社会矛盾以及促进国家国民素质和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来说，是具有研究意义

的。 

2. 理论基础 

2.1. 心理健康及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的概念涉及其他学科和领域，较为复杂，迄今为止，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还没有统一认定。

以下列举几位代表性学者或是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观点，以此了解心理健康概念及其关键点。心理教育

领域权威学者林崇德在《教育与发展》中提出：“目前对心理健康比较公认的理解是：心理健康分为正、

负两个方面，包括消极情绪、情感的减少，同时也存在积极情绪、情感的增多。心理健康是一种个人的

主观体验，既包括积极地情绪情感，也包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是自尊。所谓自尊，是指个体

对自己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体验和态度”(林崇德，2013)。我国学者樊富珉教授认为，心理健康

有狭义和广义，消极和积极之分。1989 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 21 世纪健康新概念，即“健康不

仅是没有疾病，而且还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

会将心理健康定义为“在身体、智能以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

成最佳状态”(吴本荣，曾巧莲，2012)。 

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主要是指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包括向全体学生介绍心理健康基本知识，

引导其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帮助其了解简单的心理调节方法，认识心理异常现象以及初步掌握心理保健

常识。鉴于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学校担负主要教育任务。对于大学生群体，教育者要将重点放在当今大

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上，如学习、人际交往、自我修养、择业就业以及婚恋家庭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心

理健康教育的方式不能是医学或医疗模式，它必须是既要面向全体，又要顾及个体差异，做好个别教育，

以达到学生心理健康地发展(林崇德，2013)。199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韧不拔

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即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目的在于提高学

生的心理素质 2。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协调，社会适应良好，积极情感体验或心理状态不断持续，

在这种状态下，个体能够适应社会，与之和谐相处，有效地发挥个人身心潜力和积极的社会功能。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素质密不可分，本研究者认为若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更为全面宏观的认识，

我们就不能忽略对大学生素质的调查。再者，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有一定系统，理论依据，并使以政

策和社会规则为导向的，其教育目标是大学生群体，主要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心理咨询，

心理将康教育课程等手段解决大学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达到培养高素质和拥

 

 

2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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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健全人格的人才。 

2.2. 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 

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有很多，并没有一种公认的标准。中国学者林崇德将心理健康的衡量标准分为

两点，其一是心理没有疾病：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是由于学习不良、人际交往、内心自卑和嫉妒等不良

心理素质引起的，只是一种心理失衡状态，而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不属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范

畴；其二，是一种积极向上发展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在特定时刻的心理状态，是当前事物引起的心理过

程、过去形成的个性心理和以前的心理状态相结合的产物。心理状态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但只有积极的心理状态才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林崇德，2013)。我国学者樊富珉教授根据处于青年时期

的大学生具有的心理特征、大学生特定社会角色的要求以及心理健康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以下大学生

心理健康的七个标准：能保持对学习较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克服学习中的困难，

并从学习中体验满足和快乐；能保持正确的自我意识，接纳自我。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生活

目标与理想切合实际，不苛求自己，能扬长避短；能协调和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境，虽然有悲、忧、

哀、愁等消极体验，但能主动调节，同时适度表达和控制情绪；能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乐于交往；能

保持完整统一的人格品质；能保持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以上均为中国学者立

足于中国实际提出的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对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同样心理标准在国际上也未有定论。 
2001 年，美国学者坎布斯提出(A. W. Combs)一个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人应该有四种特质，首先是

积极的自我观念，其次是恰当地认同他人，再者即面对和接受现实，最后主观经验丰富，可供取用。除

此之外，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 Maslow)和密特尔曼(Mitelman)提出的 10 条标准被认为是经典的标准：

有充分的自我安全感；能充分了解自己，并能恰当估价自己的能力；生活理想切合实际；与现实环境能

保持良好的接触；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善于从经验中学习；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能适应度地

宣泄情绪和控制情绪；在符合团体要求的前提下，能做有限度的的个人发挥；在不违反社会规范的前提

下，能适当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熊建圩，潘华，2015)。1958 年，詹候达(Jahoda)又提出心理健康的 3 条

标准：首先是个体要学会主动适应和操纵环境，或是借助环境将其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一味受控于环境

或是不加选择地接受环境带来的后果；其次是个人的行为可以根据具体情境改变，以保证个体人格的持

久稳定和健全；最后即能正确地了解周边状况，正确解释事实，清楚明白地知道发生了什么。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心理健康标准主要强调个体自身要保持心理和行为相统一协调，能适应各种

外界环境，在个体与社会群体或个体相互交往过程中，维持良好正常的关系，达到内外部保持稳定积极

心理状态的标准。由以上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本研究认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主要是指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大学生主要面临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婚恋和适应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相关教育部门或组织通过心理咨询、朋辈辅导或课程教育等多种方式对大学生进行疏导和引导

工作，同时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加以预防。最终大学生能保持身心健康，在社会

适应，社会交往和学习生活及其他各个方面长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校社会

的教育，学会自我疏导，自我心理健康教育，以发展健全人格，发挥自身潜力，实现人生价值。 

3. 研究方法 

为保证本文真实性，采用文献法，从中国知网和开世览文等较为权威的平台搜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

料，与此同时查阅大量相关书籍，利用以上方式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二是，比较研究

法：由于本文论题为中美大学生，所以采用两国对比法，从多个方面比较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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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要分析不同，从中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并提出有价值的相关启示。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比较 

4.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比较 

“心理学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心理健康教育也是如此。心理健康教育属于

心理教育的一部分，为了能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更全面的认识以及提出更加全面可行的方法，我

们需要了解心理教育发展历史。 

4.1.1. 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 
心理教育最初的形式是“心理咨询”，在古代中国人们喜欢找算命大师，给予自己安慰；古希腊则

青睐哲人哥尔的“颅相学”，将其作为推测心理才能，特别是智力才能的方法，一直流传到 20 世纪初。 
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发展历史相对较短，最初起源于美国。20 世纪初，美国工业的发展带来经济

增长，社会职业也因此呈现多样化形式，由此为美国求职人员进行帮助和指导的专业机构在美国逐步兴

起。与此同时，美国还成立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通过相关专业社会性机构，借助一定科学方法和手段，

帮助社会各阶层人士防止心理异常和精神疾病，以此提高人门的心理健康水平。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

国心理咨询由于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渐渐走入并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改变也对人们对心理咨询的

看法更为科学和理智，为今后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值得一提的还有卡尔·罗杰斯第一次

把咨询与心理治疗连在一起，使得心理咨询成为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实践性学科，至今，心理咨询

都在应用心理学学科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为学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了解决心理问题的

良好途径。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美国心理咨询进入发展时期，几乎深入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

出服务面广、要求严格和方法繁多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人自身重视心理健康，且有预防精神疾病

的意识。 
在心理咨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学校心理学。二十世纪初是美国学校心理学的萌芽时期，在

心理咨询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前期美国职业指导运动和心理测量中的方法积累为学校心理咨询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和便利，而学校心理学又反过来加强了社会人士对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的关注，形成这样相互

促进的模式。后来赖特纳·韦特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较为专业和权威性的心理学诊所，诊所主要

针对学习上和心理上有问题的学生和儿童，对其进行教育心理服务，但由于学校内心理健康教育者的数

量和专业度有限，社会上的教育者同时会对教师进行心理学培训。之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明尼

苏达大学的帕特森和威廉森出版了《怎样对学生咨询》，其中对当时环境下的学校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

践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促进了以整个人格为对象的咨询活动，许多大学建立起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

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心理学会分会即学校心理学分会成立，这类组织机构有着明确的教育目

标，主要针对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并且规定了教育地点即学校，帮助学生群体明确自身的社会角色和

分工，培养其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学校心理学进入繁荣期。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人数大幅增长，从 1970 年的 5000 人到 1988 年的 20000 人。如今全美有大约 25000 多位学校心理学家。

随着专业人士人数的增长，专业组织和机构的数目同时增多，从 1970 年到 1989 年州级学校心理学组织

从 17 个增长到了 48 个，至今已有 53 个州级或地区性专业组织(刘晓明，2008)。 
因此，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从大到小：首先是全国范围内的心理卫生运动，

掀起心理咨询的狂潮，再带动学校心理咨询以及心理健康相关内容的课程设置；必要的物质基础：美国

的心理咨询是伴随着社会工业发展，职业多元化兴起的，有着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社会环境；必要

的学科基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产生于美国本土的第一个心理学派机能心理学主张用有用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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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心理学实际运用到生活中去，并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教育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等，为之后的学校心理

学提供方法和借鉴基础；数量多、质量高、专业化：心理健康教育人数多，专业人士多，相关领域的著

名心理学家多；专业人士素质高，水平高；网络系统：学校间、社会组织间、各个地区间以及他们相互

之间形成网络系统，彼此互通有无。所以从美国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历史发现学科发展不仅要在生活实

践中为人们所用，同时也要依靠相关理论基础的辅助。 

4.1.2.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历史 
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前：20 世纪初，我

国心理学领域联合一些教育界的专家在江苏开展了我国第一次职业指导活动，此次活动主要是对美国最

初心理咨询形式的一次模仿，这同样也是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展开的最初形式。1936 年，受国际心理

卫生大会运动的影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南京成立，但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心理卫生工作被

迫暂停(马惠霞，2008)。这一阶段是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雏形阶段，一方面在模仿美国的发展模

式，另一方面也在进行自我摸索。但受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发展呈现心理健康教育对象和目的不明确的

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的心理学专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由于政府性质的

特殊性和高权威性，为响应政府号召的各大高校开始学习西方心理学理论，相应的咨询机构也大量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心理测量与服务中心，首次试行了高校心理咨询

方案；到 1986 年底，全国 30 多所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1988 年，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首届高校

咨询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这一阶段高校心理咨询迅速发展，重视理论与实践探索(马惠霞，2008)。
这一阶段虽在开展机构和重视程度上取得较大进步，但基本上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方法上松散的，而且没

有专家组成的专业性小组，具有探索性。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脚步加快，尤其是东部沿海高校与国外国高校的国际性交流增多，我国

心理学科实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逐步建立起来的心理卫生学会成员开始探讨决定建立面向大学生的专

业性心理咨询组织。江西师范大学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在此地举办了第一届高校心理

咨询培训班，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由政府主办的，由此可见，我国加强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注度。随

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各地高校举办多次心理测量和心理咨询培训班，各专家学者针对当地高校的实际

情况发表意见，进行地区间，高校间的互动和交流，以此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建设。而社会上一些规

模较大的精神病院和综合医院也开设了“心理诊所”，协同高校进行了不少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

疗工作，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全国开展(马惠霞，2008)。 
19 世纪末，我国各大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相关研究学者对此给予重视，心理健康

会议频开，各学者拿出研究成果一起讨论。如 1994 年，有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参加修订“卡

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中国大学生常模”这是一次科学化和规范化调研的代表，预示着我国的心理学相关工

作在走上正轨；第四届大学生心理咨询年会，213 位代表参会，提交 123 篇论文，其中主要内容涉及不

同专业不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比较，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和内容的探讨、高校职业咨询的理

论与实践、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分析以及大学生心理咨询本土化的特点；第六届年会在南

京召开，272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 200 余篇 3。其中内容主要涉及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综述，

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与操作，心理健康教育实证调查与研究和心理咨询与咨询员成长等问题。以上可以视

为两个阶段的过渡承接。明显的特点是：高校心理咨询迅速发展，由松散向组织，扩大校际联系，重视

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心理咨询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3数据来源于《大中专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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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高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工作开展较好的省市，基本上都设立了地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分会，

最常见的是高校内成立心理咨询机构，机构人员基本具备专业知识、有些高校模仿美国教育模式建立了

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运用心理学尤其是人本主义理论开设心理健康系列课程，引导大学生发现自身价值；

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团体辅导、心理训练等心理学性质的活动，许多高校还建立了学生心理健康组织，主

要在大学生中间形成学习互助，求职解惑，人际分享的互帮互助氛围。 
综上所述，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体现以下几点：首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受经济因素影响

较大。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稳定，我国大学生教育越发受

到重视，同时高校心理咨询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准有很大提高；其次是能够引进国外科学的心理测量方法

以及相关的理论并形成体系，具有规范化和科学性；再者我国学者开始转向注重本土化研究和发展，提

出适宜中国发展的本土化理论与研究，虽需经过一定阶段的实践检验，但可以说明我国已经不再是一味

模仿借鉴，而是能慢慢独立自立，未来总体的趋势向好；最后可以发现我国在扩大教育网络：由学校间

教育扩大到地方组织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4.1.3. 中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分析 
根据对中美心理健康教育历史发展状况的对比，我们从中发现中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整体有很大

提升，但仍受国内环境影响，与美国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相比，处于落后起步阶段。两国之间出现较大差

异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期发展缓慢，相关政府部门无法利用

强大的物质基础支撑国民教育，尤其是心理健康教育。美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用不到 50 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企业投资教育，重视心理卫生、心理健康。

在 20 世纪初，美国产生了本土的第一个心理学派，即机能心理学，其中早期的心理学思想为以后的心理

健康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而 1970 年学校心理学就已经进入繁荣时期而中国正处社会主义阶

段探索时期，没有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学学科起步晚。本土化心理学发展也没

有完整的体系，对于西方有些先进的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其次，国民不重视心理健康，社

会上对心理疾病比较敏感，大学生也没有形成对心理健康的正确认识。美国人生活各个领域都盛行心理

咨询，并将其看作是维持个人精神生活和谐、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美国大学更是将其设立为专门的学

科，而我国大学除了开设相关的选修课程以及设立心理咨询机构以外，其他相关措施落实不到位，缺乏

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再者，教育制度的影响。美国学生处于较为开放的教育环境，而中国高考制度

使得学生老师和家长过分关注学生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以至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心理问题

逐渐凸显；最后，专业性不高。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左右，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心理服务机构，机构

构成人员一般都有博士学位，且心理辅导或咨询的形式手段多样化，采取个体咨询和团体咨询相结合的

手段，形成老师–学生和学生–学生的咨询关系。我国主要是在教育部门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活动，一

是效率低，心理健康知识的推广度小，不易落实到实处，且需要上级部门的监督，效果差；二是专业化

师资队伍力量不足，出现心理咨询师准入门槛低的情况；三是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或单独的心理健康教

育的相关政策，简单将其划分为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部分。 

4.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比较 

4.2.1. 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总体来说，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和机构都已经走上正轨，随着社会化的发展，技术以

及质量都在不断加深。本人认为其发展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社区型的心理健康中心，二是健康

教育者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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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型心理健康中心承担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1963 年美国颁布了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法案，主

要有五方面内容：住院病人服务；门诊病人服务；应急服务；社区专业人士的心理咨询和教育服务等 4。 
针对最后一点，美国相关学者提出要对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在职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使其能

承担起社区各阶层包括学生的心理健康疏导工作。他们认为预防精神疾病不只是要减少导致个体产生精

神疾病的因素，还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责任参与进来预防精

神疾病，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一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针对社区型和高校联合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这项措施对于大学生来说大有裨益。大学生即将进入社会接触各类人事，而社区教育者也接触形形色

色的人，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意见和建议，一定程度上引领他们学会融入

学校的小社会，这将对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大圈子打下基础，增强其心理预期与心理承受力。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研究者提出以下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心理健康教

育者每年都来自哪些阶层，他们是否热爱学生的心理咨询工作；有多少是毕业于州立专业性心理健康机

构；有多少人员是中途辍学进行心理咨询服务工作的等等，从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来，美国对于心理健

康教育者是严格把关的，必须要对教育者形成一套严密的考核体系 5。 
以上两个问题是美国大学生教育中比较有特色的，首先社区联合性心理辅导能够减少学校工作压力，

这样为学校创造了可以全心搞好学术建设的环境，同时也可以利用社区方面了解现当代学生群体面临的

心理压力有哪些方面，方便学校教育者和社区教育者在心理健康大会上的交流，综合各方数据和教育经

验，实施更完整可行以及有效的教育方法。再者严控心理健康教育者的理论教育水平和实践能力，是对

学生负责，是严格把控教育者和学生的健康互动。教育者是学生的直接影响者，具有微观层次上的重要

性。由此看来，教育作为一个中介，上承领导阶层，下接直接受教对象，非常关键。且通过宏观层面和

微观层面的相互结合，更大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4.2.2.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虽然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不完善，但是仍可以发现其教育体系过程的优点和有特色的地方。

如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中，虽欠缺一定专业性，但是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课堂学习中，

能够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如 2017 年我国人力资源保障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这不代表

心理咨询师职业的消失，相反，此条政策表明我国心理咨询的规范化管理，与此同时，更能吸收一批真

正热爱心理咨询的教育者，避免心理咨询市场鱼龙混杂，由此看来，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受到关注

并且在切实得到提高。 
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发展水平仍在我国之上，体系比较完整。而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虽然整体上也是在发展，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通过对比，暴露出最显著的问题是实践问题。我

国众多教育者和学生群体都比较擅长“学习理论”，因此对于双方通过考试和理解心理学五大基本理论

并不难，但关键是没有掌握西方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背后是基于大量的科学观察和实践的，这一环节出

了问题，那么理论实践中只能是照猫画虎，总会出现问题。心理咨询最终也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最终还是要进行大量实践，搜集大量数据，论证人本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

析的科学理论在中国现行社会下是否合理，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形成我们独特的心理学体系。 

4.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未来发展趋势比较 

4.3.1. 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美国未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趋势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简要说有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内容多样化，

 

 

4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a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Stephen E. Goldston, Ed.D., M.S.P.H., F.A.P.H.A. 
5School Health Education ManpowerForecasting Joseph F. Governali, PhDWilliam H. Creswell, Jr., 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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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本土化和全球化，相关学科和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深层化和此学科领域研究化、专业化和实

践化。从此研究主题入手，对象即大学生，因此以咨询辅导对象为中心展开，利用学校天然优势场所，

完善加深教育教材内容，利用多媒体网络丰富心理辅导形式，相关解压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宗旨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创设良好外部条件；当今时代全球化和本土化越发受到各国重视，一方面为了保持

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受到污染，迷失方向，另一方面集聚多方力量才能在教育竞争与合作中脱颖而出，因

此两面结合，以保证心理健康在美国正常稳定发展；美国心理健康教育人员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

达到一定程度，但应用心理学学科在继续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其分支，依托其大量理论必定要不断

发展，因此相关辅导教育人员的水平将朝向理论更加专业化，实践更加娴熟化方向；最后联系心理学分

支学科以学校教育教学方法，实际实地的开展心理健康监测辅导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科学家–实践者”模式(姚本先，刘世清，2004)。此模式先主

要在中小学推行，以后随着师资力量等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也同样有可能运用到大学社群中，在大学生

小群体中进行，可以由专业学生担任心理辅导的科学家对周边同学进行心理学知识的传播，同时根据同

学之间相互了解程度可以作为实践者帮助同学消化不良情绪。 

由上述信息可以发现，美国未来发展重点还是会放在教育工作人员专业化方面，更进一步要求教育

者具有专业知识能力和较高实践技能水平。此外，强调集体化发展，个人认为，除了美国各州各校各社

区的联合发展，集体发展外，美国实际上还会寻求与欧洲发达国家的集体合作与发展，一方面美国需要

跟随或是一定程度上引领全球化发展，另一方面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它们具有坚实的心理

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美国需要从中汲取养分充实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而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来

说，是离不开的曾经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因此，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以及交流学习是必不可少的。 

4.3.2.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针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首先是建立在现有发展基础上提出的，然后则根据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体系的规范化。自从 2001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以来，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化加强，但由于地区差异性，各个学校在实

施过程中无法达到统一标准，教育内容欠缺，实际操作效果不好，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落实和管理监督工作两方面进行规范化和体系化 6。二是教育模式立体化：

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构建起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以课外教育指导为基本环节，形成课内与课外、教

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网络和体系，在理论上，形成学生为主体，教师

指导为辅助的模式，实践上，以课堂教学为主线，心理健康测试为依据，团体活动为形式，校园文化为

手段等，结合上述方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三是教育环节的整体化：即加

强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四是教育手段科学化：即教育理论科学化的基础上，使

用科学的心理测量量表进行专门的普查与测定；五是教育队伍的专业化。 

由上述信息反映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将重点放在教育上，即努力把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放置在学校日

常课堂教学中，主要强调“教”，包括教的过程，教的方式、内容和手段等，非常注重教育这一实践过

程。本研究者认为，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其有一定学习能力，他们更需要吸收的是专业性知识和专业

化心理辅导，而若只重视教的方式方法，不强调教的内容和关注学生吸收到、运用到的专业知识，学生

很容易产生抵触心理。 
综上所述，我国与美国的教育趋势由于在不同的大背景下显示的主流方向也不同。对于美国，本研

究者认为，其除了提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外，还应当注重于其他学科的联系，注重课堂教学中的心

 

 

6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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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教育。因为美国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程度高，有着独立的教学分支，容易与其他相关学科脱离，

所以若能穿插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想减少心理健康教育阻力。对于中国来说，本研究者认为，提高心

理健康教育者的准入门槛，要制定职业资格水平，对其专业化能力进行检测，更要注重其实践教育能力，

在教育工作者入职之前，要求一定年限的见习经历，严格把控教育工作人员。总而言之，两国各汲所长，

同时，根据社会实际，完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工作。 

4.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启示和总结 

4.4.1. 心理健康教育中启示整理 
之前有学者在对比过中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后，总结得出了一些经验启示，通过总结发现有些启

示是反复被提到的，一方面说明我国教育部门或是相关人员应当将重点放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另一方面，

本人发现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事业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针对如何提高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问题，赖海雄，张虹(2016)等多位学者大体提出了一下几

个方面的建议：大学建立专业化，专家型队伍，培养专业理论水平高和实践能力强以及热爱心理健康教

育事业的教育者；资格准入制度的完善，提高教育者进入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门槛；朋辈心理辅导，以

及引导学生自助；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心理健康实用课程的开设，建立心理健康图书

馆，心理健康书籍的传阅等；如“朋辈”心理辅导员和建立心理健康图书馆等；强化干预立法的同时，

提高从业人员伦理意识以及行业标准(赖海雄，张虹，2016)。 

李明忠学校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相当于美国的 CSE)，由主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委副书记

或副校长任组长，相关部处和二级学院学生工作的主管领导、学校心理学家、教育评估专家等为成员负

责全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协调监督工作(李明忠，2006)。 

由上述各位学者提出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来看，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改进和学习。根本方法则提升我国应用心理学学科建设，结合我国实际，发展西方理论并尽量运

用到实际生活中，从中发现问题，不断改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理论层面：首先，根据

我国国情，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推进到独立学科阶段，以便确定其研究内容、方向，要达到的目的，

并由此规范心理健康课程，使其更加专业化和具有学科性质，便于理论研究，进一步推进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其次，相关理论与书籍的完备和充实，心理健康教育学术会议的开展和讨论以及方法改进。

实践层面：首先要立法和制定相关制度，增强此领域的权威性，使涉及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学校和社会有

法律保障，便于在全社会上推行，形成一种全员关注心理问题的氛围；其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教育者的专业化，提高心理教育者准入门槛，同时为教育者提供良好的经济和工作环境，以

增加心理健康教育者的数量；再者，引导大学生自助和互助；还有，形成学校、社区、地区等网络体系，

加强各级、各部门、各地区的交流和联系。总的来说，这些建议涉及到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涉及学

生个体、教育者、学校、社会、政府等各个层面。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起到一

定作用，虽然大学生远离父母，但是父母的关爱和建议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大学生在校心理健康状况，

学校应当定时及时向父母反馈；其次，将重心从治疗倾向于预防，即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关注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培养其良好意志品质，这样将会从根本上一定程度减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再者，

不限于只向美国学习，可以向教育制度比较相似，或是文化渊源深厚的国家学习。因为在本文主体前半

部分资料整理过程中，本人发现，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是仍然会学习

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并利用国际性平台与这几个国家进行交流，从中学习一定的经验。

那么我们国家也可以像临近的国家，或是文化和价值观相近的发达国家学习和交流；最后，本土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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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提出要注重本土化研究，但未具体说明其实践性以及实践效果如何，个人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简

要分析。 

4.4.2. 本土化角度的启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颇有预见地指出：“就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看，世界

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柳友荣，2004)。即必须向其他文化主要是东方文化吸取精华，以

改变自己“贫血”状态。如今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是我国各个方面迅速发展的时代，心理学理应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应当跟随时代发展脚步，利用本土文

化，解决自身问题。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因素多，涉及面广，但个人认为还是有侧重点的，且

需要找到关键性问题。一方面通过阅读有关本土化问题的书籍，发现我国古人对于意志问题和学习问题

研究颇多，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内容，个人将从这两个方面简单分析。最后，本人认

为，中国文化中内涵的心理学现象或是解决内心问题的心理学方法可作为暂时性辅助理论，可以将其增

添到通识课或必修课上，大多时候起到心灵洗涤，精神治疗的效果，如果想做到像西方那样有准确的数

据资料和调查，还需一段时间。 

4.4.3. 本土化启示之意志问题 
中国学者关于意志问题的研究，在意志的本质及功能等方面挖掘钻研颇为精深，许多探索对于现代

心理学的意志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孟子的意志论揭示了“志”的本质。他说：“夫志，气质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又说：“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

动其心。”7这其实是从意志与情感的关系探讨意志的本质特点，有两层含义：一是意志可以统帅和控制

情感，就是孟子说的，掌控好自己的意志力，那么就不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或是能较好控制自己的脾气，

那么情感随之就会发生变化，看待事物的角度态度则更有利于事态的发展。这一点恰说明大学生应形成

良好的意志力品质，做事不半途而废，也不冲动，遇事冷静平和，形成健康的人格品质，确保自身心理

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气壹则动志”，即如果情感会随之而转移，则意志也会随之动荡(朱永新，2011)。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面临的情感问题，人际交往问题，求职就业问题以及学习问题，都会造成其出现焦

虑，抑郁等状况。若有坚强的意志力，那么就会控制自己的情感，不会在遭遇失恋时，过于感性冲动；

在人际交往时，能够平心静气与他人沟通；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或生活困难时，则调整好心情心态。 

4.4.4. 本土化启示之学习问题 
如今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发展迅速，如何适应大学学习是大学生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大学生学

习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动力。由于我国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和全国教育水平的限制，导致有些大学生将读书、

学习作为获取经济利益或是社会权力的手段而非享受，导致没有学习动机过强或过弱，过强则会使得学

生一心想着奖惩，对知识的灵活运用不足，且易处于疲劳状态；而过弱，则会出现厌学，有些学生甚至

面临休学退学的危险，这两种动机方式都会导致大学生产生学习焦虑，强大的焦虑感和压力会进一步使

得学生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若不能及时调整心态，易产生学习自卑的心理。因此，针对这个

问题，我国古人陆九渊倡导学习要有正确的动机，即能够坚持做一件事的源动力，很稳定，不大可能受

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同时，他也提到学习动机也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因为动机是一件事的诱因，

各种各样的需要让人有了动机，但日复一日的坚持下去，获得学业上真正的成功或是取得学术上重大研

究成果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而当代大学生受电子产品影响，很难静心学习，于是便缺“意志力”，故而

 

 

7《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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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学习问题。所以，针对此方面问题，需做到有恒心，善始善终，终生学习，获得整个人生阶段的成

功。二则是快乐学习法，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将这些比较抽象理论化

的道理转换为学生的实际行动是个现实问题，本人认为，需要不断强化，自我暗示，发挥心理潜力。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应当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进去。一方面，中国学

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且具有亲切感，能引导学生自觉的将心理学知识与中国

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学习，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自身的优越性，符合

我国大学生的价值理念，其中的很多观点也可以作为我国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建议，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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