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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心理咨询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 
李红霞 

（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摘要：心理咨询专业是一门技术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因此，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
我国心理咨询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提出构建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以优化实践教学环节，满足心理
咨询专业领域对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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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心理咨询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心理咨询在我国是一个新兴职业，高职院校心理咨询专业的发

展历史很短，专业实践教学还没有形成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心理咨询专业的实践教学缺乏理论依据     

我国《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对初级(三级)心理咨询师的

心理咨询实践缺乏具体要求，高校心理咨询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

设置主要是依据国外心理咨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在最重要的实

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上，由于专业社会背景的不同，专业人员的学历

要求不同，难以找到相应的可以借鉴的要求规范。教育部《关于加

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意见》为心理咨询专业的实践教学提

供了指导思想，但它不是具体实施措施，缺乏专业针对性，导致心

理咨询专业实践教学不能保证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严重影响

了心理咨询教育的高效发展。 

（二）我国心理咨询职业专业发展的时间短，行业难以提供规

范、高质的实践教学基地      当前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尽管

很快，但各机构的工作质量参差不齐，心理咨询工作的规范性不强，

加上心理咨询过程的私密性，行业本身很难提供给心理咨询专业的

学生规范、高质的岗位见习和实习的机会，影响心理咨询专业实践

教学的开展。 

（三）心理咨询的专业理论缺乏本土化，使产学研用结合难以

深入 

心理咨询在我国起步较晚，现阶段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心理咨

询、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技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系统理论缺失，这

就使得我国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的教育本土化不足，没有中国本

土化的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的根基，教育的实效性受到影响，在心

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上也往往停留在翻译和介绍的层而，而介

绍的而又不全、不系统，用起来总觉得缺胳膊少腿的，这样心理咨

询专业产学研用结合难以深入。往往是心理咨询教师有丰厚学识，

却难以指导学生的实践；学生学习了很多不同流派的咨询理论，在

来访者而前却无法施展。 

二、构建知识与能力并重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 
高校心理咨询专业要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就必须把心

理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心理咨询实践活动有机融合，建立一种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同步进行、平衡发展的全新培养模式，构建起知识、

能力并重的实践课程教学体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

的要求，按照整体优化的思想，优化课程结构、精简教学内容、加

强实践实训，把心理咨询实践引入课堂，纳入日常教学体系，实现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良性互动。 

（一）注重基础理论课程建设，促进专业实践技能发展 

心理咨询专业学生需要掌握心理咨询相关理论、流派、方法和技

术等知识，了解国内外心理咨询发展现状以及研究成果，形成助人自

助的专业职业能力。为此，在重视专业课程结构系统性、完整性基础

上，心理咨询专业在实践教育教学过程中，应主要开设普通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基础理论课程，为学生专业技能向纵深方

向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专业技能的提高。 

（二）增强专业技能课程建设，提升学生专业素质 

根据心理咨询专业的学科性质及其特点，开展符合大学生认识

规律和实际水平的专业技能课程，培养学生设计专业实践方案的能

力，注重专业技能课程的开设与指导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积极鼓

励和安排专业教师参与应用技能的学习与教学，开设心理咨询技

术、认知疗法、催眠疗法、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等专业技能课程，

促进技能课程的学习，并对实现实践教学目标起到积极地推动作

用。 

 ( 三) 关注学生实践课程建设，创造课程实践条件 

心理咨询专业毕业生经过短暂适应期后就能适应工作，是目前

用人单位对该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心理咨询课程结构中，

实践课程占到了 50%以上，以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较多机会参与

专业实践。要加强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使其成为心理咨询专

业进行实践课程教学的主要场所。建立心理接待室、心理档案室、

个体心理咨询室、团体心理咨询室、心理宣泄室、沙盘游戏室、心

理数据分析室等专业实践课程场所，较好地满足专业学生校内进行

专业实践的需求。同时，心理咨询专业还应该本着共同建设、共同

发展的原则，在教育系统和社区等单位建立心理咨询专业校外实习

基地。专业学生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认识实习、工作训练、社会实

践等教学环节，学生要通过半年的实岗实习，培养综合运用所学专

业知识与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良好职业素质，并使专业实践

能力得以锻炼。 

实践课程教学体系中基础理论课程、专业技能课程与实践课程

互为对应、有机联系、各具特色。既注重了理论的实际操作性，又

关注了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学生重新认识自我，挖掘

潜能，发展自我，从而更有效地激发学习基础理论课程的热情。 

（四）以口试和操作示范形式为主，凸显心理咨询技能考核。 

心理咨询专业考核要体现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对心理咨询的技

术和实践经验考查，主要采取口试和操作示范的形式。按心理诊断：

初诊接待、初步诊断、鉴别诊断、识别病因、会诊；心理咨询：建

立咨询关系、制定心理咨询方案、危机干预；心理测验：智力测验、

人格测验、心理与行为及应激问题评估等任务项目的考核。以考核

学生在模拟职业工作的环境中实践操作的能力，或是对学生在现实

的职业工作环境中进行实际操作活动的能力考核。 

心理咨询过程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作为心理咨询的专业

教育，其专业训练一定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分

辨理清完善自己的个性，在实践操作中形成自己的咨询风格，这样

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心理咨询员。 

通过实践教学的逐步实施，专业培养目标进一步明晰，以实践

促进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实践中切实提升专业实践技

能，彰显人才培养的应用性专业特色，提高专业的社会影响力。心

理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理论思考和

实践操作过程中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心理学专业人才培养

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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