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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视角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思考
陶　静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广西 北海 536000）

摘要：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在学生教育和管理中一直致

力于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无论是学生的专业能

力，还是学生的精神面貌，还是学生的心理健康，都需要学校和

教师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培养。经调查，当前高校学生面临着许

多的压力，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对学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

学生难免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本文

就将从心理健康教育视角出发研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模式，提

升高校学生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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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最常出现的几种心理健康障碍及其表现

（一）心理障碍

高校学生的入学年龄大多在 17-19 岁之间，心智还未完全成

熟，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学生在

接受高校教育时，相对初高中教育来说自由程度增加了，学生有

更多的时间自行支配，所以部分学生就会由于自律性较低而长时

间熬夜，进而导致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下降，无论是在学习

还是日常生活中都会产生厌倦情绪，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

另外，由于网络信息平台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学在上网浏览

就会接触到各种各样良莠不齐的信息，假如学生向网络平台上的

一些虚假、恐怖、谣传的信息学习的话，就可能造成学生偏激、

极端的心理，还有可能驱使学生做出伤害自己甚至伤害他人的事

情。

（二）人际交往障碍

高校是学生进入社会的过渡期，他们所接触的人较之初高中

会多出好几倍甚至好几百倍，所以学生会出现人际交往方面的障

碍。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恐”，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学生

与社会之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交障碍，同学之间学难以维持

良好的交际关系，有时会出现同班同学但互相不认识的状态；师

生之间不了解甚至不认识，双方在课堂结束之后很少进行沟通；

学生难以融入社会，在实习与工作中难以和同事和上司保持良好

的关系。

（三）学习障碍

学生在进行高校学习后，会面临着繁重的学业压力，无论是

什么专业什么系部，其教育目的都是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帮助

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学生在繁重的学业面前，会出现厌学情绪，

甚至做出逃课的行为，进而导致在考试中挂科，学生看到自己的

成绩之后就更加厌学，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学生

无法按时毕业。

（四）就业障碍

学生在毕业之后最终还是要进入社会谋生的，但是由于学生

在校期间的一系列思想和行为障碍，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难以就业，

会出现“家里蹲”的现象。长期的焦躁心理以及严重的人际交往

障碍，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逃避心理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生的

正常生活，从而导致学生在择业和就业过程中也出现逃避心理，

从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成死气沉沉的“咸鱼”。

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现状分析——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例

（一）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了解程度低

学校和教师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时，比较注重学生的学习成

绩和专业技能，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知之甚少。比如学生在面对

繁重的课程和相对开放的学习方式时产生的不应症，学校和教师

都很少关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厌学和逃课心理。

另外高校开设的心理健康课程的教育功能没有很好地体现，心理

健康教师常常“赋闲”，没能发挥其调节学生心理状态的作用。

（二）师生互协程度低

学生的校园生活离不开教师的陪伴的，无论是辅导员教师还

是各专业的任课教师都能帮助学生的健康成长。但是在高校校园

里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微乎其微，在校园生活中陪伴学

生时间最久的辅导员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知之甚少，涉及

到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学生也很少主

动向教师袒露心声、与教师进行沟通，这就从学生方面主动屏蔽

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师生双方对彼此的了解都较少，师生互协程

度低。

（三）家庭的教育功能弱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学生即便进入高校接受教育，

但也仍旧是家庭的一员，并没有脱离家庭而存在。通观高校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家庭在高校学生的教育过程中

的作用是比较小，许多家长都认为学校应当担起学生教育的全责，

但是学生始终是家庭的一员，他们不能脱离家庭而存在，所以高

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家庭的教育功能弱也是高校学生管理

工作不足的地方之一。

高校学生管理不论是学校还是师生还是家庭，对学生的心理

健康的关注度都较低，学生难以自己消化的不健康心态和心理问

题没能及时得到解决，由此，高校还需对学生管理模式进行改革，

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三、心理健康教育视角下优化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的措施

（一）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角，发挥心理教师的育人作用

许多学校都会聘请一定数量的心理教师，帮助学生解决各种

心理问题，但是这些教师往往最后会变成“后勤”，并没有做自

己的本职工作，甚至有时学生找不到心理教师办公地址，这就造

成了高校对学生心理健康管理的缺失。所以学校可以开设心理健

康教育角，发挥心理教师的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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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角，首先需要确定心理教师的办公地址，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可以适当地选择较为隐蔽的地址，便于学生

敞开心扉进行心理咨询。其次学校要增加对心理教师职业素养的

培养，不可无证上岗，相关的心理教师资格证及从业证都不可缺少，

其对学生心理的了解，像是一些偏激、抑郁等心理状态的分析和

应对能力都需要达到较高的水平。最后学校需要严格监督心理健

康教师的在岗情况，从教师层面尽量避免学生心理障碍得不到解

决的情况。比如，大一汉语国家教育专业学生某某在面对与高中

截然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时出现了厌学、逃课以及焦躁的

不良行为和情绪，那么某某同学就可以去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角

进行咨询，在这种焦躁情绪还未支配学生时，心理健康教师就需

要仔细聆听学生的苦难和焦虑，予以帮助，改善学生面对学业的

不应症。除此之外，在学校举办的各种社团活动上也可以开设心

理健康教育角，搭建交流板，为学生提供纸和笔，让学生把心理

上遇到的烦闷写下来，在活动结束后，心理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

写下的心声，策划相关的主题活动周，采取各种手段帮助学生解

决心理问题。另外，如学生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的话，教师必要

时可以将学生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学生能否顺利进行校园生活的关键因

素，所以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角，希冀以此来发

挥心理教师的育人作用，尽可能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提升学

生管理的有效性。

（二）增加师生之间的一对一交流，提升师生的互协度

学生的校园生活离不开和同学、教师之间的交流，师生之间

的交流互动是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心理健康教

育视角下高校进行学生管理工作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一对一交流，

提升师生之间的互协度。

增加师生之间的一对一交流主要指的是辅导员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交流。辅导员教师作为高校为学生配备的“班主任”，从学

生入学之初到学生毕业乃至学生就业都一直陪伴着学生，所以辅

导员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校学生管理工

作的效果。以辅导员教师为例，首先，辅导员教师可以定期举行

主题例会，在例会上进行心理健康的宣传，可以一次例会为一个

主题，这样能够从广泛意义上对全体学生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然

后，辅导员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定期进行汇报，无论是以线下面

对面汇报方式还是线上微信或短信交流的形式，学生都需要向辅

导员教师定期进行生活和思想汇报，然后辅导员教师就可以根据

学生的思想汇报内容以及学生平时在生活和学习中的表现进行一

对一的交流。最后辅导员教师还可以和宿舍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通过小样本的学生代表所反映的心理问题来推测系部全体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

高校辅导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采用合适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师

生之间的一对一交流，能够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帮助学生进行自我疗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师生的互协度，

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三）建设匿名倾诉网站，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消化

当下正处于信息大爆炸的社会，学生接触各种信息的途径和

手段越来越多，接触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了学生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存在障碍，在网络世界上游刃有余，

在现实世界中畏畏缩缩。所以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的人际交往状况，

建设匿名倾诉网站，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消化。

建设匿名倾诉网站可以由心理教师和学生各担任管理员的职

位，一个网站两名管理员，共同对匿名网站进行管理。匿名网站

可以效仿市场上的一些交流论坛或是贴吧，将网站分为几个不同

的板块，比如就业板块、学习和升学板块、人际交往板块、情感

板块以及自由交流板块等等，帮助学生更快速和准确地解决困惑

和问题。然后学生可以在倾诉过程中找到与自己“同病相怜”的

伙伴，帮助学生找到共鸣，更好地纾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心理教

师在对此匿名倾诉网站进行管理的时候可以关注学生在日常倾诉

和交流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学生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进行总结，

在心理健康教育周上有重点地对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

宣传。

通过建立匿名倾诉网站的这种方式，能够给予学生最大程度

的交流自由，贴合信息时代下高校学生的人际交往特点，帮助学

生实现自我消化，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四）增加家长与学生的交流机会，改善学生与家庭的关系

高校学生在校进行学生和生活的同时还需要接受家庭的教育，

所以高校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加家长与学生的交流机会，

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的育人功能。

高校教育阶段的家长与学生的交流与初高中的家长会有所不

同，高校教师所采取的增进学生与家长之间关系的方式需要是柔

性的，照顾学生和家长双方的感受。比如，辅导员教师可以为学

生提供一些勤工俭学和实习的机会，让学生有一定的经济来源，

适当地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这种方式能够有效保护学生的自尊

心，实现学生的想要回报父母的心情，同时也能使家长感受到孩

子的成长。学生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也能帮助家庭缓解经济压力，

最大程度地改善了学生与家庭的关系，进而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

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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