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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发展历史，具体可以分为四个发

展阶段：萌芽阶段(20世纪初~1977年)、起步阶段(1978年~2000年)、普及发展阶段(2001年~2010年)、
专业化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随着社会节奏加快，大学生心理健康面临着许多问题，因此，明晰我国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历程，探究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开展途径对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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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hich has a deep history in our country,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Embryonic stage (early 20th century~1977), initial stage (1978~2000), 
universal development stage (2001~2010),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ge (2011 to date). With 
the rapid pace of society,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many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ways of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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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省教育厅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提出：“要把心理健康工作质量作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办学治校能力和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指标。”(教育部，2023)由此可见，心理健康逐渐被摆在教育的突出位置，关系着教育成效，更

关系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是国家教育发展水平与潜能的集中体现，其主要任务在于发展科学、培养

人才和服务社会，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根基。进入新时代，由于社

会节奏加快，竞争机制强化等原因，高校大学生焦虑、抑郁、人际关系鸿沟等心理问题日渐凸显，高校

心理健康危机事件频发，成为掣肘高校大学生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

阵地，高校心理健康宣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知其史明其道，在新时期探究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宣传途径有助于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真正地从源头性、根本性的帮

助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2. 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内涵 

2.1. 概念 

大学是学生重要的发展阶段，在社交、就业、学习等方面对心理健康有着较高的需求。大学生是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对象，而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旨在向大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相关知识，以此及时了解

自身心理健康的发展动态，提高心理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

素质。 
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是指学校通过各种合法有效的渠道向大学生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心理健

康意识的活动(浙江省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联盟，2021)。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既是心理健康知识传播的重

要途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校的根本任务是要立德树人，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帮

助大学生认清自我、提升自我和发展自我，而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要以促进高校发展为动力，充分发

挥其理论先导作用，以自身优势推动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促进高校更好发挥其价值功能。健康宣

传教育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宣讲或启发引导，在悄无声息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营造关注心理健康发展

的良好分为，科学有效地增强心理健康意识，掌握保持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收获维持心理健康的内驱

动力。 

2.2. 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功能 

高校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学生心理健康是全面发展的重中之重，是高

校学生健康成长必不可缺的条件和基础。由此看来，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高校

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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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心理健康意识的树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健康意识也不断提高。目前，高校健康教育的一大关键是心理健康教育，

而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教育是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和途径。高校可以通过传递科学的心

理健康知识进行心理健康宣传教育，以此更有力地鼓励学生在学习中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处理人际关

系，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在不断走向心智成熟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二，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心理调节能力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大学生处于人生种

的关键期，面临着多种选择，身边不仅充斥着机遇，也遭受着各种挑战，由此敏感、迷茫和困惑的情绪

使其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借由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在对自身心理状况有一定把握和了解的基础至

上够促使大学生积极地进行自我调节，主动地疏解心理压力与困扰，提升抗压能力，发挥自身潜能，更

好地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 
第三，有助于传播健康理念，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有序开展，不仅有助于提

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更有助于大学生整体综合素质的提升。人的身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当

人处于积极的心理状态时，身体状况表现为健康强壮，积极向上的状态；反之，当人长期处于低落情绪

时，身体也会相应的发出一些信号。可以说，健康的身体素质离不开积极的心态。此外，一个心理发展

不健康的人，无法形成健全的人格，在性格品质方面有所缺陷。由此可见，心理健康在人的发展中处于

基础地位，是其他素质发展的根基，良好的心理健康宣传在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同时，也在全面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 

3.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发展历程 

在借鉴国外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不断

融合国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符合我国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健康宣传教育

模式。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萌发起阶段(20 世纪初~1977 年)、起步阶段(1978 年~2000
年)、普及发展阶段(2001 年~2010 年)和专业化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 

3.1. 萌芽阶段(20 世纪初~1977 年) 

论及心理健康教育，则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心理援助，彼时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无论是士兵亦

是民众，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挑战，由此战时心理健康援助迫在眉睫，助力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

起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情相结合下，心理学家丁瓒首次提出了“心理卫生中国化”。同时期，

心理学家沈履编写的《青年期心理学》，该书详细阐明我国青年期的特征和成长规律，是中国第一本全

面阐述青年期成长特征的专著，开辟青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的路径。在实践领域，最早成立心理健康

教育，针对学生心理进行排查和疏导的高校则是香港大学，1964 年香港大学心理健康咨询站的成立是我

国最早出现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其主要的职责任务是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学业问题和就业等问题进

行研究，也标志高校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重视，是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萌芽阶段。 

3.2. 起步阶段(1978 年~2000 年)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

指引下，党中央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推动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随着高

校发展愈发专业化，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不断被重视，促使心理健康宣传教育也出现了大发展，高校心

理咨询中心成为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要发起者。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首个

高校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打开了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工作的新局面。这也是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实践探索成果，随后，新建健康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截至到 1990 年，我国已有 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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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建立起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专业机构。在政策层面，1994 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管向群，1994
年)。尽管未体现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效果，但从侧面体现了从国家层面开始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

展，至此以后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工作大有可为。在此期间，心理健康宣传领域与范围不断扩展，高

质量期刊如《心理发展与教育》(1985 年)、《社会心理科学》(1985 年)接踵而至，全国各地学术机构相

继成立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开展也成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心理健康宣传教育

的普及。 

3.3. 普及发展阶段(2001 年~2010 年) 

新世纪，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大学生面临着

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冲击，一些大学生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心理素质欠佳、情绪管理不足等问题。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党和国家愈发重

视高校建设，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越发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首

先，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成为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助推器”。如 2001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积极宣传普及心理科学

基础知识，使学生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和自身的心理活动与个性特点，树立心理健康意识(教育部，

2001)。2002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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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心理辅导和咨询活动要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讲授和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和活动，帮助

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增强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以及心理调节能力，更好的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以及发展，更好地融入环境适应、学习成长、人际交往等，促进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高妍，2002)。
随后，教育部还成立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提供专业的帮

助和指导，通过每年举办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会议，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发

展和心理健康的宣传。 

3.4. 专业化发展阶段(2010 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

和薄弱环节。如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合力不够、高校心理

健康宣传教育的方式不多、相关专门力量还没有配备到位等，需加强对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探究。

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进大学生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王向明，戚雯泾，2017)。2018 年中共中央

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提出，要强化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

以多样化的主题教育活动，如心理健康月、“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等形式，吸引大学生的参与。此

外，不断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例如发挥好互联网主阵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心理健康网站等新

媒体的建设要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在寓教于乐中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提高心理保健能力。至此，我国高校开始通过多元化、多形式的途径和活动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宣传活动，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走向专业化发展阶段。 

4. 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开展路径 

2023 年 10 月，在第 32 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

在北京共同发布了《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蓝皮书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

期，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急速加剧，国民心理压力大大增加，群众心理健康问题凸显。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84


向倩倩 
 

 

DOI: 10.12677/ap.2023.1311684 5411 心理学进展 
 

其中，作为全社会的关注重点——学生群体，面临着学业、就业等压力的增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傅小兰，张侃，2023)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强大学生群体心理健

康教育迫在眉睫，如何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俨然成为

专家、学者以及高校探索的重中之重。2018 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指出：“推进知识教育。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宣传普及，通过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

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创新宣传方式，主动占领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新阵地等形式有效解决

学生思想、心理和行为问题。”(中共教育部党组，2018)纲要为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创新

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途径做出了具体的指引。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分属不同领域，但都以提高人

的全面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2017 年杨玉宇、张燕等专家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新论》一书中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学科之间的融合，二者均以人的精神状

态、精神品质为连接点，共同致力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杨玉宇，张燕等，2017)。因此，心理健康宣传教

育可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载体，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不断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作用，而心理健康教

育又不断充实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讲座，

自上而下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引导，潜移默化中向学生灌输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使人才能够更加适

应社会的发展，提高人才的心理素质。 

以多种形式开展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活动。如利用重大节日，以不同主题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开展大学

生心理教育活动，以此增强其认同感和归属感。如 4 月 7 日是世界卫生日，其宣传主题包括“当今世界

精神疾患和精神卫生”、“善待生命——预防意外伤亡和暴力”等等，若在这一天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

育活动，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精神卫生，拥抱精神健康。再如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在

青年群体中的热度方兴未艾，以七夕节为契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以此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

爱观。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开展的“‘心’光璀璨，‘疫’路同行——‘5·25’心理健康教育月”

主题作品征集活动，以“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直击学生内心，响应热烈，是丰富学院学生的课

余生活，发展学生兴趣爱好，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良好途径。 
善用互联网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占据大学生课余生活的绝大部分时光，积极

利用互联网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积极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高校官方微博发布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开发专属心理健康咨询与知识普及的 APP，
都能为高校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助力，打通连结大学生健康教育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将心理健康知识

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浙江师范大学“米兰花开，幸福成长”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品牌，积极探索心

理健康教育与互联网平台的深入融合，打造互联网网络心理健康宣传教育主阵地。其在疫情期间开展的

“抗疫心理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在抗“疫”大考中，积极发挥网络优势，展示学生疫情期间科学防疫、

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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