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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视角下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策略
洪　凤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成为面向全部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对提升大学生的综

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供”和“需”两方的需求进行分析，

“供”方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也有不同挑战，“需”方在

认同度、内容和形式上有自己的特点，找出“供需”方的联系，

进而给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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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大学生在校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它对于

提升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主渠道。课程

的教学效果是值得关注的，本研究从供需视角着手，分析供需双

方的实际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发现供需双方的联

系和切入点，进而给今后的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供针对性

建议。

一、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的“供”分析

（一）广泛关注，政策支持

近些年来，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是越来越多的，从中发〔

2004〕16 号文以来，一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对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指导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 <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 的

通知》（教思政厅〔2011〕5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

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厅函〔2021〕10 号）中要

求，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应设

置 2 个学分（32-36 学时），有条件的高校可开设更具针对性的

心理健康选修课。关于在什么时候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文件中

名曲各高校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设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作

为公共必修课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在第一学期开设，

在其他学期开设相关的公共选修课程，这样形成系列课程体系，

另外有条件的还可以增开有关的选修课程。

（二）因地制宜，迎接挑战

目前各高校在本校实际情况下，因地制宜，都开设了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但是也有很多挑战，一方面是授课内容和

教材方面，有的学校是采用现有出版的教材，如姚本先等编著的《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也有的是根据教思政厅〔2011〕5 号文件

内容编写的校本教材，集中在三个方面的内容，如心理健康的基

础知识、自我发展的知识和自我调适的方法，所以在教材的选择

方面，既要考虑专业和权威性，还要考虑趣味和接受性。另一方

面是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的性质，就免不了是混班上课，上课

人数和上课时间方面，有很多的制约因素，这样就影响了授课的

效果和师生的积极性。第三，师资力量方面，面向全体学生开设

心理健康课，课程实施者，是心理健康老师，但是不可能都是专

职的心理老师，免不了需要兼职教师补充，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给学生最好的课堂教学效果，需要不断优化师资力量。

二、高职生对心理健康课程的“需”分析

用问卷调查和开放式访谈对374名高职一年级学生进行调研，

调查的工具采用自编的问卷《心理健康课调查问卷》，问卷包括

12 个项目，除了人口学资料外，调查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对心理健康课程的认同度，二是对心理健康课的上课内容的

需求，三是对课程的授课形式需求。研究的程序是随机抽取大一

学生，采用匿名方式填写，数据采用 excel 统计。

（一）高职生对心理健康课程的认同程度

表 1　你上大学前有没有接触过心理健康类课程

选项 比例

完全没有 8.56%

一点点 65.78%

有（至少一学期的心理健康课） 25.67

通过调查发现，高职生对于心理健康类课程的认同和接受度

很高，如图 1 中所示，有 97.33% 的学生都认为在大学有必要开设

心理健康课程，这个数据要高于沈艳红在 2019 年对本科学生的调

查结果 90.09%，由此可以看出，高职生对心理健康课的期待和接

受程度还是很高的，近年来，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阶段甚至更早

阶段，都得到了很多的重视，让学生对“心理”方面的关注更多

了，甚至很多学校也专门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如表 1 所示，

有 25.67% 的同学接受过至少一学期的心理健康课，当然这个比例

并不高，还有更大一部分同学只接触过一点点心理健康方面的知

识或者没有正式接触过。

图 1　觉得在大学期间有无必要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二）高职生对心理健康课程的内容需求

在项目“你最希望心理健康课教授哪些方面的内容？”中，

高职生希望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上接受到的内容依次是情绪管理

（82.89%）、人际关系指导（77.54%）、自我意识教育（66.31%）、

压力缓解指导（64.71%）、人格修养指导（59.36%）、职业生涯

指导（55.61%）、学习心理指导（55.08%）、性心理教育（50.8%）、

潜能与创造力开发教育（46.52%），从图 2 中看到排在最前的是

情绪管理、人际关系指导和自我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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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你最希望心理健康课教授哪些方面的内容？

（三）高职生对心理健康课程的形式需求

对于心理健康课程的形式需求，在项目“你最喜欢心理健康

了采用哪种教学方式？”中，如图 3 所示，排在前三的是老师教

授（77.54%）、观看心理学视频（63.64%）、案例分析（59.36%），

可见学生们一方面喜欢听教师讲授心理学知识，另一方面喜欢观

看影片，直观有趣，第三喜欢通过案例的方式启发自己，用实际

的学生案例讲授，让课程更贴近学生。

心理健康课程开设的过程中，大都设计很多第二课堂活动，

让学生参与其中，但是活动的参与度和受欢迎程度也是需要考虑

的，在项目“在以下几项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中，你较喜爱喜欢

的是哪些？”中，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是寓教娱乐性活动（如

心理电影赏析等）和有助于自我成长性活动（如心理团体辅导等），

其次是自我展示性强的活动（如校园心理剧表演等），再次是参

与性强的活动（如心理趣味运动会、心理游园会等），因此这两

个项目反映了高职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形式需求，趣味性和

专业性都需要，授课教师在课程设计中需要考虑此因素。

图 3　你最喜欢心理健康教育课采用哪种教学方式？

三、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供需匹配建议

供给和需求的对立统一规律，原本是经济领域的一种基本规

律，现在把应用于课程的实施中，也是很有借鉴意义，供需匹配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也是需考虑的。

（一）创设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方式

高职生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形式需求是老师教授、观看

心理学视频和案例分析，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建议的教学方式也是课堂讲授、课堂活动、

案例分析，从这一点上看，是完全匹配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是，

怎样把课堂教授的效果提升，让学生能够参与进来。高职生对于

怎么样做更感兴趣，至于理论部分要弱化，所以在课堂设计中要

着重讲授心理调适方法。课堂活动要设置得专业性和趣味性兼有，

不能一味迎合学生的口味，要找到平衡点。最受高职生喜欢的课

堂活动是寓教娱乐性活动（如心理电影赏析等）和有助于自我成

长性活动（如心理团体辅导等），所以在一个主题课程里可以设

计一些此类活动，当然课堂时间有限，不可能大段时间观看影片，

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不一定完全在课堂上完成，可以通过课后作业

或者社团活动的方式继续完成。

（二）建立以大纲内容为主体，兴趣话题为补充的内容体系

建立以大纲内容为主体，兴趣话题为补充的内容体系，这里

指的大纲就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高职生希望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上获得的心理学知识是情

绪管理、人际关系指导、自我意识教育、压力缓解指导等，在《要

求》中建议的教学内容有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自我发展的知识

和自我调适的方法三个方面，从内容上看，坚持大纲内容为主体，

还有一些热点、兴趣话题作为补充，建立一个完备的内容体系，

每个高职院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文件中要求开设

一门 2 个学分的 32 学时的公共必修课，这个 32 学时的内容一定

要具有普适性，面对的是所有的高职生，在其他学期可以根据实

际开设选修课，选修课的内容是补充，让某一些感兴趣的学生继

续学习。

（三）打造以专职专业为主体，优质兼职为补充的师资力量

建立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是对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教学效

果的有力保证。高职院校在师资队伍上要精益求精，教师的选拔、

录用、培养、培训都是更加严格和规范，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

研究和团队教学，参与心理咨询和心理训练。还可以聘请校外优

秀专家加入教学队伍，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指导

教学，创新教学思路，促进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不断提高。有

条件的优秀辅导员也参与相应课程教学，这些就是优质的兼职授

课教师，都是课程效果的前提保证。师资队伍的齐全，也会有助

于解决像混班或者大规模班级合班上课的难题，上课互动效果得

到提升。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办公厅 .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 [Z].

教思政厅函〔2021〕10 号 .

[2] 教育部办公厅 . 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 [Z]. 教思政厅〔2011〕5 号 .

[3] 姚本先，王道阳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合肥：安徽大

学出版社，2019.

[4] 沈艳红，杨一飞 . 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认知及需

求分析——以安徽师范大学为例 [J].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18（04）：73-76.

基金项目：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三平台两基地”2020 应

用研究项目（2020ZDZ07）；世界智库（北京）自然科学研究院

2021 年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1BJR0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