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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时期，而高校学生
由于年龄原因导致其心理尚不成熟，并相对较为脆弱，这令其
在新时代当中的观念、情感、就业、人际交往等方面面临较大
压力。根据近些年来相关研究与调查，我国高校学生在现阶段
心理健康情况整体较差，并且大部分学生存有不同心理障碍，
而这一问题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1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
当代高校学生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接班人，其心理素质

对于整体民族前途与命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邓小平同志曾指
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若想在
新时期对人才加以有效培养，便需将强化其心理素质作为核心。
心理素质是人才基本素养基础构成部分，同时也是高校学生接受
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前提，因此，高校需针对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加大重视力度。另外，人才成长首要先决条
件便是心理素质，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推梦在《天才的发生学研
究》当中，通过对一百五十名高智商成功者与一百五十名不成
功者进行分析后得出，两个群体之间主要差异主要体现在坚持精
神、自信、社会适应能力、内心动力等因素。除此之外，促进个
人全方位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要求，高校
学生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其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有着直接影响，在这其中，心理健康恰恰是高校学生全方位发展
不可或缺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当代高校学生自身发展首要先决条
件。首先，其能提升学生自身综合素养，并且在学生创新意识、自
主人格、竞争能力、适应能力等能力的形成有着诸多裨益。其次，
其是学生人格发展基础动力，对其人格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最后，
其能够对学生潜能充分发掘，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对学生信心充分
激发，帮助其站在更高角度对自我形成认知，在实现角色转变的
同时，令其社会适应能力得到大幅度增加，最终促进其潜能得到
更深层次深入发掘[1]。

2  高校学生心理教育主要存有问题
2.1形式化。虽然我国教育部曾多次颁发强化高校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相关批示，并且相关专业也大力呼吁开展此工作，虽然
大部分高校也在响应政策与号召，建设心理教育机构，但是部分
学校虽然表面在大力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但是往往华而不
实，导致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另外，也有部分学校的心理健
康教育仅仅是心理测量、建立心理档案，以便应付上级检查与汇
报。而部分学校虽然也在开展这一工作，但是由于学校相关领导
对其并未予以一定程度重视，同时并未对这一工作重要性形成明
确认知，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化愈演愈烈[2]。

2.2观念滞后，认知不清。由于部分高校自身观念陈旧，对
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存有一定误区，站在社会角度上来看，由于
我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人们对于学生革新、心
理品质等问题尚未予以更大关注、认知、研究力度，并且心理问
题被神话，导致部分人对拥有心理障碍的群体视作为无法讲理的
邪恶之人或洪水猛兽，导致心理健康教育无法得到相关人员青睐，
患有心理障碍的学生生有“讳疾忌医”这一心理，而也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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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导致原先拥有强烈咨询愿望的学生为不被他人排斥，
往往只能作罢。站在高校自身角度上来看，校方部分管理人员与
教育者对于心理健康教育也存有一定认知偏差，虽然会在名义上
开展相关问题与实验研究，并且开设相关课程，但是由于其自身
尚未转变与更新传统思想观念，最终导致学生无法接受良好心理
健康教育。

3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强化对策
3.1转变观念，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意识。作为新生事物

发展壮大首要前提条件，思想观念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当中极为重
要。伴随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心理健康教育若想获得进一步发展
空间，便需转变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传统观念。首先，作为校领导作
为学校核心，地方教育部门需与各校领导达成共识，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
神，对学生心理健康加以有效维护的同时，促使学生心理能够朝向
积极阳光方向发展，从而令学生全方位综合发展这一教育目标得以
切实实现。除此之外，作为高校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环节，心理健康
教育也是高校自身发展所需，更是科教兴国重要需要，自身重要性
并不弱于现阶段素质教育。因此，相关部门与领导人员应将其纳入
至重要议程，做到抓紧抓实，在实践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并对
以下几点加以明确。首先，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并非知识教育，
而是一种教育理念，同时也是在所有教育活动当中的一种教育信念
与态度。其次，心理健康教育是教育活动构成的重要教育工作，因
此，不能使用常规教育方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3.2强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根据我国教育部
所颁发《关于加强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一文，其明确
指出：“心理健康教育应以课堂教学、课外指导为主要渠道。”由此
不难看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将其作为选修课纳入至教学计划
当中。另外，还需对心理健康教育特殊性形成明确认知，通过加快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使其成为高校课程建设构成部分，同时根
据学生年龄阶段身心特点，针对其课程体系加以专业化设计，确保
其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层次性。最后，在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时，可通过选修课形式，针对学生问题或需求，开设多元化选修课
与专题讲座，从而确保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在高校当中更深层次开展。

4  结语
综合上文所述，现阶段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存有一定

问题，因此，相关部门与领导应对其加以反思，通过找出问题，解
决问题这一方式，促使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能够得到切实
强化，而这也正是现阶段高校自身发展所需亟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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