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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以心理委员为抓手推进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建设
刘聪聪 1　李珺凯 2

（1.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1；

2.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1）

摘要：朋辈心理辅导是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手段之一，朋辈心理辅导员主要人员是高校各班级的心理委员。

朋辈心理辅导，其不同于心理咨询专业教师的专业针对性，但也

不限于普通同学一般性质的聊天，其旨在通过同龄人之间的交流

更好地化解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并且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给

予心理辅导，帮助其解决心理问题。该文提出了以心理委员为重

要抓手推进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建设，更好地发挥朋辈心理辅

导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优势及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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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突出，部分学生容易

产生学业焦虑及其他心理应激反应。从个体层面上，具体表现为

生活失去掌控、社交联系网络破坏、出现焦虑忧郁心理问题等。

从家庭层面上，由于个人问题继而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如家庭

矛盾激增，引发冲突行为。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基于互

联网时代大背景之下，通过搭建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对学生进

行心理疏导，培养学生保持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学会直面挫折、

释放压力，促进学生均衡发展。

一、心理委员的作用

朋辈辅导最早出现在国外，早期的朋辈辅导并不同于现在，当

时主要是学生互相分享学习技巧和生活经验等。随着学生的心理问

题日益突出，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高校将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技

巧引入了朋辈辅导工作。“心理委员”这一班委成员，在朋辈辅导

中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近十年来，“心理委员”在我国各大学

校中迅速普及，现在相当多的中学班级里也出现了“心理委员”这

个班委。班级心理委员的工作内容复杂和工作职责重大，要求其必

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需要经过学校专业心理教师的培训才能上

岗。现如今，班级心理委员属班委会重要成员之一，需要健全选拔

机制，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建立心理委员的自我认同感。班级心理

委员同时受班级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双重领导，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定期组织心理委员专业技能培训。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定期召开班级心理委员座谈会，由班级心理委员反馈班级同学心

理健康状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针对不同学生培训心理委员采

取不同的心理干预措施。班级心理委员是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守卫

者，既是同学声音的倾听者，又是同学情绪的分担者，随时随地为

同学们提供心理帮扶，促进他们自身实现“助人—自助—互助”人

际交往新模式。心理委员这一班委不仅能够缓解学生间的距离感，

还能够及时发现并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学，在班集体中带领同学们

健康生活、健康学习、促进潜能开发和个体发展，营造了积极向上

的班级氛围。因此，在班级中设置“心理委员”这一班委非常有必要，

他们在发挥朋辈辅导上的作用优势突出。

二、朋辈心理辅导的特点

从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角度来看，朋辈心理辅导主要具有以

下三个特点：非专业性、互助性和简便有效性。第一，具有非专

业性。高校朋辈心理辅导员主要由辅导员和班级心理委员担任，

这类人员的专业心理辅导知识素养不足、理论功底不够扎实，一

般通过短期培训，只具备开展基本心理问题辅导的能力，对于存

在突发性心理危机学生，不能及时做好心理干预工作。朋辈心理

辅导主要以倾听为主，是辅导员给予被辅导者心理上的安慰和精

神上的支持，不涉及深层次的心理问题的干预和处理，因此，朋

辈心理辅导与专业心理健康教育相比具有非专业性的特点。第二，

具有互助性。大学生正处于情感需求发展时期，由于与父母、老

师之间存在沟通代沟，父母及老师们传统的说教并不能帮助他们

解决内心深处的困惑，而同龄朋友间的话语影响力却不断增强。

一般情况下，大学生更愿意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群进行交流，

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与同辈分享自己的兴趣爱

好。当学生遇到学习困惑和情感问题时，他们会主动的向朋友寻

找帮助。他们会将自己的感受和困难倾诉给同龄的朋友，以获得

同龄朋友的安慰、辅导与帮助，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朋辈心理

辅导员是与学生日常生活接触较多并且有共同语言的同龄人，通

过与学生进行朋友式的谈心谈话，深入走进学生内心深处，了解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掌握学生思想脉搏，获知内心的真实想法，

增强学生的情感认同，进一步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在朋辈心理辅导的过程中，朋辈心理辅导辅导者的角色

并不是一成不变，辅导者和被辅导者通常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进

行角色互换。因此，朋辈心理辅导具有互助性的特点，双方都可

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情感需要，有很大的互补性。第三，具有简便

有效性。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朋辈心理辅导的开展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同龄人之间通过各类新媒

体社交平台上对方发布的动态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学生近期心理状

态，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辅导，帮助学生缓解

心理压力，从而得到学生的认同感，提高心理督导的效果。朋辈

心理辅导员与普通同学之间的生活节奏相似，面对的压力和困惑

不经相似，作为班级心理委员，与同学共同生活学习，接触时间

较长，同学之中的心理问题，他们比老师发现得早，干预及时，

心理动态跟踪效果好，因此具有沟通方便，效果明显的特点。

三、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服务平台构建及实施步骤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现有学生近 1400 名，涉及 5 个专业，

二级学院没有专业的、专任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二级学院设

有心理健康辅导站，由一名专职辅导员担任心理健康站长，分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职辅导员日常工作事务繁杂，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只有依托自身学习，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寻求学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专任老师的帮助开展工作。大学生基数大，

高校专任心理健康教育老师通常按照 1：4000 配备进行配备，且

每校至少配备 2 名，严格选拔，精心培养朋辈心理辅导员队伍是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有利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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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走进学生。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服务平台的构建可以依托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和手机 app 三种产品形式来开展心理服务，其中以微信公

众号更为方便简洁。微信公众号通过学院官方公众号作为入口，

建设心理健康专栏，一方面为学生普及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常见方

法，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朋辈心理健康辅导平台。立足于学生层面，

此平台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知识和朋辈心理辅导，以便于

学生使用，让学生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途径和方

法，让其能够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通过平台选择适合自

己的朋辈辅导员倾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立足于高校层面，此平

台为学校拓展心理咨询预约渠道、协助心理咨询服务，不断完善

心理健康朋辈辅导员储备，不断吸纳学生加入平台注册成为朋辈

辅导员，通过培训考核合格后进行朋辈心理辅导工作，建立健全

心理健康工作体系，让心理健康咨询体系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

局面，让高校心理咨询体系更加完善。立足于社会层面，为广大

在校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让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服务深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让大学生的心

理问题及时得到处理与解决。

四、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建设

班级心理委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作

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的优势，利用学工

平台搭建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帮助班级心理委员建立合理的

培训管理机制，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不断拓展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新途径，创新工作方法，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序开展。

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通过创建心理辅导模块：通过微信公众号

接口连接直接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站心理辅导模块，包括

治疗内容、辅导课程和互动交流，提供给用户在线心理辅导服务；

创建留言区模块：针对不同心理问题进行探讨互动，用户和朋辈

心理辅导员登录之后即可留言和回复；创建聊天模块：针对学生

不同心理问题进行分类，通过不同的权限设置，擅长不同类型辅

导的朋辈心理辅导员可以访问和查看对应类别的学生进行聊天，

并对通知和动态进行评论。

（一）搭载朋辈心理互助平台，扩大朋辈辅导的影响力

当代学生对于个人隐私十分保护和重视，由于部分同学的心

理问题具有隐蔽性，他们主观上并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或与父母、

教师们去跟别人倾诉他们的心理问题。因此，高校网络朋辈心理

互助平台的建设是解决此类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途径。高校网络

朋辈心理互助平台主要通过同龄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及共情共感促

进学生进一步袒露自己的真实心理状态。以学生使用频次高的社

交软件为载体，搭建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向在校学生宣传更多关

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朋辈心理辅导的作用，扩

大朋辈辅导的影响力。通过新媒体网络平台建立网络心理咨询中

心，鼓励遇到心理问题的学生向朋辈心理委员敞开心扉，主动阐

述自身心理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辅导效果，促进学

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二）注重长效管理机制，提高朋辈辅导的实效性

高校搭建朋辈心理互助平台的主要作用是为学生提供具有针

对性和实效性的心理辅导服务。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经常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查询和日常事务办理。高校要

严把朋辈辅导员“入口关”，朋辈辅导员自身素质对于提高朋辈

辅导的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高校要把朋辈心理辅导管理工作作

为校园和谐稳定的重点工作常抓不懈。高校建立完善长效的管理、

培养机制，选拔出岗位匹配度高、工作能力强、效率高的朋辈心

理辅导员。日常管理中，要注重对班级心理委员的定期培训，传

授朋辈心理辅导的方式方法和技能技巧。实现考核制度，了解朋

辈心理辅导员的工作开展情况，对来访者进行服务满意度调查，

反馈朋辈服务效果，有针对性地对在实践过程中所遇到困难提供

帮助，如心理疏导和个案督导等，从根本上提升朋辈辅导员的质量，

提高朋辈辅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三）创新平台活动形式，提升朋辈辅导的感染力

高校搭建朋辈心理互助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 + 心理”的优势，

建立“一人一心”学生网络心理健康档案，时刻关注及跟踪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态。线下，学生利用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不仅

可以预约心理辅导讲座，心理中心开展的素质拓展心理健康活动

以及心理读书交流会、心灵树洞等辅导，还可以提供一对一持续

跟踪朋辈辅导；参加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周、

健康月、心理剧展演等多种形式的团体活动；开展线上心理知识

竞赛，提高学生参与感的同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朋辈辅导的

感染力。同时，线上，学生利用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

五、结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校对传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产生了新的思考。在互联网时代大背景下，结合新媒体技术，

对朋辈心理辅导模式进行创新，通过搭建高校朋辈心理互助平台，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心理辅导新模式，让更多的学生愿意接受

心理辅导，使其在心理辅导过程中感受到隐私保护及情感认同，

从而进一步提高朋辈心理辅导的效果，产生更好的心理健康教育

效果，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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