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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地区高校心理咨询师发展观念的现状调查研究
张若熙 1　李　梅 2　刘　燕 3

（1.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0；

2.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3.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国家非常重视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高校逐年加大在人力及各项资源上的投入，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日渐规范，本

文以心理咨询师为研究对象，调查了 44 名心理咨询师，其中调查的女性心理咨询师占比较大，调查的心理咨询师年龄在 20 多岁到 50 多

岁之间，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心理咨询师的学历、专业、工作性质、咨询工作量、发展观念等方面做了调查研究，对心理咨询专

业发展前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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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的背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效果至关重要，为了提

高心理咨询的效果，为心理咨询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意见，开展了

本次调查研究。调查了连云港、徐州、淮安、盐城、宿迁五个城

市的高校心理咨询师。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来访者对心理

咨询的接受程度逐年提高，心理咨询的过程更加规范，在高校心

理咨询师的咨询数量逐年增加。本文以高校心理咨询师为研究对

象，调查心理咨询师对心理咨询发展的理念进行研究，探讨高校

心理咨询发展前景，为高质、专业的心理咨询过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高校心理咨询师的内涵

高校心理咨询师（psychologicalconsultant）是指在高校范围内，

运用心理学以及相关知识，遵循心理学原则，通过心理咨询的技

术与方法，帮助求助者解除心理问题的专业人员。求助者一般是

来咨询的大学生，求助者也可以叫来访者。心理咨询师已于 2017

年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人社部也不再组织心理咨询师国家统

考，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从业人员，应是 2017 年以前取得国

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未取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但毕业

于心理学相关专业的，接受过心理学正规的全日制教育，也应被

认定为心理咨询相关专业人员。

表 1 心理咨询师所学专业情况表

专业与心理学有关 数量 比例

有关 40 91%

无关 4 9%

总计 44 100%

从表 1 心理咨询师所学专业情况表中可以看出，从事心理咨

询师工作的人员，大多所学专业与心理学有关，其中所学专业与

心理学有关的占 91%，所学专业与心理咨询无关的占比 9%。心理

咨询从业人员所学专业与心理无关的占比很少。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心理咨询师队伍的专业性

较强，从事心理学工作与心理学专业的相关度较高。

二、心理咨询师的理念

（一）咨询经验大于培训经历

表 2 心理咨询师认为经验与经历重要程度表

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 数量占比 比例

咨询经验重要 41/44 93%

培训经历重要 33/44 75%

从表 2 心理咨询师认为经验与经历重要程度表中可以看出，

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心理咨询的经验

大于心理咨询师的培训经历，其中认为心理咨询经验重要的有 41

人，占比 93%；认为培训经历重要的有 33 人，占比 75%。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心理咨询师认为实践的重

要性较高，心理理论培训与实践培训必要且重要，但是实践的重

要性更明显。

（二）性格大于理念

表 3 心理咨询师认为性格与理念重要程度表

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 数量占比 比例

性格重要 20/44 45%

理念重要 18/44 41%

从表 3 心理咨询师认为性格与理念重要程度表中可以看出，

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心理咨询的性格

大于心理咨询师的理念，其中认为心理咨询师性格重要的有 20 人，

占比 45%；认为心理咨询师理念重要的有 18 人，占比 41%。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心理咨询师认为性格大于

理念，45% 与 41% 的差别不大，心理咨询师的性格与理念同样重要，

成为心理咨询师或者筛选心理咨询师应该考查心理咨询师的性格

和理念。

（三）专业大于生活经历大于学历

表 4 心理咨询师认为专业、生活经历、学历重要程度表

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 数量占比 比例

专业重要 23/44 52%

生活经历重要 15/44 34%

学历重要 14/44 32%

从表 4 心理咨询师认为专业、生活经历、学历重要程度表中

可以看出，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心理

咨询的专业大于心理咨询师的生活经历大于学历，其中认为心理

咨询师专业重要的有 23 人，占比 52%；认为心理咨询师生活经历

重要的有 15 人，占比 34%；认为心理咨询师学历重要的有 14 人，

占比 32%.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心理咨询师认为心理咨

询的专业大于心理咨询师的生活经历大于学历，52% 明显大于

34%，也明显大于 32%，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性是最重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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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占比 34% 和学历 32% 差不多，生活经历和学历的重要程度差

不多。

三、如何培养心理咨询师

（一）咨询经验的重要性

从表 2 心理咨询师认为经验与经历重要程度表中可以看出，

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心理咨询的经验

大于心理咨询师的培训经历。

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

的重要条件上，心理咨询的经验最重要，占比 93%。心理咨询师

经验丰富，代表从业时间长，投入心理咨询的精力较多，咨询经

验越成熟，咨询效果可能更好。若心理咨询师咨询经验不多，则

代表理论性较强，实践能力不足，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培训经历的重要性

从表 2 心理咨询师认为经验与经历重要程度表中可以看出，

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认为培训经历重

要的有 33 人，占比 75%，超过半数占比。心理学方面的培训有精

神分析方向的、行为主义方向的、认知 - 行为方向的、催眠、沙游、

团体辅导等多种培训，有理论、有案例、有实践机会、也有自我

疗愈式的角色扮演，心理学方面的培训对心理咨询师的成长有一

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心理咨询师性格的重要性

从表 3 心理咨询师认为性格与理念重要程度表中可以看出，

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心理咨询的性格

大于心理咨询师的理念。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在性别、成长背景、

人生经历等存在适配性，且人本主义的观点认为来访者的信任很

重要，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适配，来访者信任心理咨询师，咨询

效果将大大增加。

（四）专业的重要性

从表 4 心理咨询师认为专业、生活经历、学历重要程度表中

可以看出，心理咨询师认为成为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条件上，心理

咨询的专业大于心理咨询师的生活经历大于学历。咨询经验、培

训经历、学历也属于心理咨询师专业性的范围，咨询师咨询经验

丰富、培训经历较多、心理学学历较高，是心理咨询师专业性好

的有利条件，可见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性很重要，应从多方面培养

心理咨询师，如咨询经验、培训经历、学历等。

四、启发与收获

（一）从多方面培养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性

从学历或者是否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筛选优秀的心理咨询师

是生硬的，心理咨询师培养是多方面着手，长期地培养。从多方

面培养心理咨询师，如咨询经验、培训经历、学历、伦理原则等

多方面培养，增加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性；培养优秀的专业的心理

咨询师短时间之内是不能完成的，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时间、鼓励

培训学习、增加实践经验、提高学历、增加培养的预算等多种措

施实行。

（二）心理咨询效果存在偶然性

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在性别、成长背景、人生经历、心理

咨询理念等存在适配性，咨询效果好或者差，取决于适合与不

适合，而不是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性不够或者态度不好，心理咨

询师不要有愧疚或者责任感过强，来访者也不要觉得自己问题

很大，大到这个心理咨询师解决不了，咨询效果是双方达成的，

心理咨询效果存在偶然性，换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咨询效

果可能更好。

（三）治未病，防患于未然

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成年时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小时候，

这符合现代观点，心理问题的根源在原生家庭，当家庭出现问题时，

及时进行调解或者解决，让问题还未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时，

及时咨询，增加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接受程度，有助于原生家庭问

题的解决，“治未病”，防患于未然。

五、总结

心理咨询发展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接受

程度不高、对心理咨询师培养的投入经费不足、心理健康的宣传

不够。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探讨，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可以解决。心理咨询师的培养需要经常学习，参加更种培训，

投入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心理咨询师的回报很低，首先，心理

咨询的接受程度不高，心理咨询师增加实践经验就有阻碍，其次，

单从心理咨询方面获得的报酬较低，无法支持心理咨询师提升学

历或者培训的支出，这就需要国家与社会在这方面予以重视，增

加投入，才能让心理咨询专业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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