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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育人”是高校“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竞

争愈发激烈，地方高校大学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也因此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产生大量心理问题。

“三全育人”视域下，地方高校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实践，不断完善心理育人机制和路径，把心理育

人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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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op Ten”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social competition, local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brand-new chal-
lenges, which also brings greater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a lot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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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all-round education”, local university educator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and 
practice, const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and push the psy-
chological education work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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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育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培养的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健康的体质，而且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如今，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已经成为社会和

学校重点关注的问题，大学生校园心理危机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威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地方高校心理

育人实践工作迎来了新的挑战。 

2. 高校心理育人的必要性 

2.1. 高校心理育人的政策依据 

2001 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是专门针对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性文件，让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模块。2005 年教育部卫生

部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2011 年教育部颁布了《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进入新时代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的心理育人工作，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

22 部委出台《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心理危

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中的作用。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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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纲领

性政策文件的推动下，我国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日趋于规范和成熟[1]。 

2.2. 心理育人是高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将“心理育人”

纳入高校“十大”育人体系，“心理育人”成为“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7 月，中共

教育部党组印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 号)，提出“坚持育心与育德相

统一，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规范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服务需求”[2]。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顺应了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契合了大学生成长成才

的新需求。 

2.3. 心理育人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一方面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

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以便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一方面承受来自学业、就业、情感、人际交往、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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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过高期望等方面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随之给自身带来紧迫感、焦虑感，有些学生因而产生严重

的心理困扰，陷入痛苦、迷茫、消沉之中，甚至引发抑郁症、焦虑症、社交恐惧症。通过心理育人工作

的实施，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需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消除心理障碍，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

待人和事物，提升健康向上的个性品质。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可以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消除心

理障碍，提升健康发展水平[3]。 

3. 地方高校心理育人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高校高度重视心理育人工作，加强领导，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成立心理健康咨询室

或辅导中心，配备心理健康教育必要的硬件设施。但是，由于重视程度有别，各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经

费有限，相关专业人才缺乏，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科学化程度不高，导致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 

3.1. 心理育人专业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地方高校心理育人专业队伍由专职教师、兼职教师、辅导员组成。专职教师业务过硬，有实践经验，

能向学生提供专业服务，但是受到编制、财务限制，地方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人员配备不多，

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兼职教师接受过国家心理咨询师培训，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具有从事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资质，但是由于是兼职，他们投入心理健康教育的时间和精力极为有限。辅导员是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线工作者，他们对大学生影响最为直接。但是，由于日常事务繁杂而琐碎，加上

缺乏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咨询相关实践经验，难以积极主动开展心理育人工作，不能有效解决学生心理压

力和心理问题。 

3.2. 心理育人“全员参与”程度不足 

全员育人的理念在高校乃至家庭、社会已达成共识，但是在真正的实践当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些专业教师承担育人工作的职责并不清晰，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没有过多重视，认为上好自己的专

业课，做好相关科研就行，不注意观察课堂上学生的心理状况和情绪变化，更不会去深入了解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一些管理、服务部门的教职员工认为自己极少和学生打交道，心理育人工作是领导干部、

专职老师和辅导员的份内事，自己做好“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本职工作就行，过分着眼于自己的

本职工作，心理育人意识相当淡薄[4]。 

3.3. 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效应不明显 

高校的心理育人工作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形成合力。家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思想行

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家庭对孩子的这种影响力，但是仍然有不少家长认为孩

子远离家庭上大学意味着成熟，不需要像中小学阶段那样关心呵护，忽视了孩子的心理状态变化，难以

有效发挥家庭的心理育人功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不仅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的问题，但

是，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集中在校园内，参加社会实践的次数不多，类型较为单一，造成学生与社会间存

在一定的脱节，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心理育人功能。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重视程度不一，缺乏联动效应，

没有有效形成各方育人合力。 

3.4.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质量不高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是心理育人的重要途径。但是一些地方高校活动的开展以预防和解决学生的

心理问题为主，能提升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促进他们积极乐观的主题活动却很少，不利于大学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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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一些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往往只注重活动的形式，而忽略了学生

在活动中的内心感受，削弱了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和感悟度。不少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以趣味型、游戏型

为主，专业的、深度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难以得到实施，学生浅尝辄止，活动成效不高。 

4. 心理育人实施路径 

4.1. 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作用 

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是高校开展心理育人工作的专家与主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宣传教育、

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都需要他们进行策划、组织和具体承担，他们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心理育

人工作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有力保障。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计入工作量、绩

效加分等方式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心理育人工作当中。辅导员方

面，安排他们专业送培、进修的机会，更新他们的知识结构，以提高他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技能

和水平，通过提升专业化水平，不断强化辅导员在高校心理育人工作中的骨干作用。 

4.2. 坚持全员心理育人，形成合力 

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讨论、研

判风险，提出相关对策。各部门权责明确、任务清晰，包括相关政策的推动落实、有关问题的协调解决、

工作进展的督促检查、部门之间的合作沟通等，通过工作机制形成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合力，实现

领导、监管、服务等多级管理保障，并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提升工作前瞻性、针对性。课堂教

学是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阵地，一方面按照《普通高等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标准(试
行)》要求，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规范教学管理工

作，优化课程设置的方法和途径，还可开发建设相关在线课程，实现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全覆盖。另一方

面突破学科专业界限，以开放和吸纳的态度，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不同专业教学中。每个任课教师都树

立心理育人意识，结合学科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掌握学生心理健康动态，有意识地培养

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都能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实现课程心理育人。管理与服

务人员应转变工作理念，增强全员育人意识，明确自身职责，在日常工作中为心理育人工作提供便利，

同时主动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有关知识，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身心健康，在相关工作中融入对大学

生的思想引领与心理疏导。 

4.3. 学校、社会、家庭联动 

学校方面，不仅要构建师生育人共同体，还要协同家庭和社会形成一体化育人平台。社会方面，通

过心理疏导志愿服务组织、心理援助热线、精神专科医院以及心理危机干预机构等提升服务高校学生的

能力，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还应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引导大学生深

入了解社会、融入社会，使大学生在实践中磨砺心智。家庭方面，研究表明，当个体面临巨大心理压力

或困惑时，家庭及时的情感支持与精神慰藉，能够为个体心理修复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5]，因此，家庭

也应积极地加入心理育人的行列，关注社会中的心理健康热点问题，定期与学校沟通了解孩子的心理状

况，通过亲情的情感纽带，为学生提供强大的心理援助，让远在外地求学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为孩

子建立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高校、社会、家庭联手创建横向联动机制，形成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的

强大合力，共同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4.4. 搭建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 

善于掌握网络互动工具，搭建网络互动平台，通过网络发掘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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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理困惑。利用网络测试、网络调查和网络大数据等把握大学生的最新心理动态，构建起课内与课

外、校内与校外、入学前到临毕业的心理育人网络。比如，百色学院依托学校瑞格心理测评系统(手机版)，
开展心理问卷调查，为每个年级学生提供心理健康、人格特点、职业兴趣、学习适应、智力推理能力等

方面的专业测评，建立被试者心理档案，并实现心理咨询师和辅导员对学生心理特点的原始数据掌握和

研究分析。地方高校还可利用线上方式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使学生在更安全的虚拟氛围中获得心

理帮助。线上方式包括学生易于接受的心理类 app、易班平台、微信平台、学校网站等，开展在线心理咨

询服务，将心理咨询服务由线上延伸到线下，实现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增强学校

心理服务的影响力。教师亦可通过“心理–思政”交流平台，与学生进行网络谈话即非面对面交流，降

低学生内心紧张程度，合理舒缓学生心理问题，然后通过平台整理相关信息资源，建立“心理–思政”

数据库，为日后思政工作中的心理咨询夯实基础。另外，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和教育，通

过广泛的宣传，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意识。 

4.5. 打造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品牌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充分发挥校园物质文化的心理育人功能，让学生在优良环境中接受教育、

锤炼品质。充分挖掘利用校内资源和地方优势资源，开展各种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等方面推陈出新，打造活动品牌，让学生在活动中自我教育、自我调节，提升活

动的质量和效果。可以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网络竞赛、学生心理健康排查活动、心理健康主题班会、

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讲座、校园心理情景剧、开通心理健康热线、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拓展

基地活动等等，广泛发动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心理体验活动，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

向上的健康心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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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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