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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健康包含的内容很多，是指一个人内在情绪稳定，能

够用正确的认识看待生活中面对的压力，保持积极的心态，其外

部行为也可以做到与人和谐相处，与社会准则相适应，整体达到

一个良性的状态。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面对的外部压力诸多，

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而如何帮助当代大学生正视其心理问题，并

帮助其改善心理问题是大学心理健康教师的重要任务[2]。

1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育课程实施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学校园也在不断扩招，

大学生群体日益扩大，同时，这部分扩招的高职院校，其生源与

本科院校的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高职院校的学生往往学习

能力较弱，成绩较差，有的甚至自暴自弃，认为大学就是来玩

的，这就导致许多高职院校的学习氛围并不理想，学生往往较

缺乏责任心，也没有社会使命感，喜欢玩乐，并容易受到社会不

良风气的影响，心情容易烦乱，生活没有目标，进而容易陷入焦

虑之中，心理健康堪忧。基于此，当前高校普遍开设了心理健康

课程，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制约了心理健康课程

教学的效果[3 ]。

1.1课时数量不足

大部分高职院校认为自己的主要教育职责是抓好学生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往往忽视了对大学生进行其他方面的教育，

因此，许多高职院校即使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但是在实际教学

当中对心理健康课程并不重视，教学课时数量较少，在有限的教

学时间里，根本无法保证学生能够得到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课作为公共课程，有时甚至只能在不安排学生专业课

的情况下才进行，这就导致其实当前高校学生接受到的心理健康

教育知识十分有限，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率不高，学生的心理问

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心理健康状况依然堪忧[4]。

1.2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

现阶段，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安排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按

照教材的章节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主要是为了促使学生掌握基本

的心理学知识，但是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除了需要让学生掌握

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外，还应该使学生掌握心理预防、心理活动体

验以及自我心理调适技能的训练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教师应当

对教材内容进行优化整合，并采用创新的思想进行教学，但是目

前许多教师并没有重视这一点，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

没有整合优化，课程内容较为随意，没有规范化，教学缺乏计划

性，没有将教学内容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导致教学内容不能真正

有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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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实践性不强偏重于理论教学

当前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材内容，主要偏向与研究人

的心理规律，其内容多偏向于理论与学术内容，与大学生的实

际生活联系较小，并没有贴合当代学生的实际生活，而根据大

学生的反馈得知，大学生其实对心理健康课程是抱有期待的，

他们内心的问题与困惑很多，学习心理课的动机往往是想改善自

身存在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关于人际关系、情绪控制、心理承

受能力等方面的知识比较渴求，但是大学心理健康课程与大学生

的实际生活相脱离，这就容易导致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实用

性不强，很难满足当代大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期待与渴求。

1.4教学方式单一

相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设较

晚，其发展程度也较低，课程教学体系的设计不完善，教材中的

知识点较为零散、刻板，教师的教学方式也较为单一，许多教师

并没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方面的教学经验可以借鉴，只能照本宣

科地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教学，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往往使用

较为简单的PPT进行教学，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较少，教师并没有

重视学生的课堂体验感，导致课堂气氛往往较为沉闷，学生的积

极性不能被有效调动，教学内容也很难有效激发学生对心理知识

的兴趣。

1.5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

首先，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内容与一般高等院校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其注重的

都是知识内容的传授，教学目标通常都是预防与解决学生的心理

问题，但是高职院校的学生与普通高校院校的学生还是有所不同，

作为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课程应该瞄准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所面临

的心理困难，但是在实际课程内容上，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课程

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并不强。

1.6教学中的思政元素不足

现阶段，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各种信息与文化观点充斥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时，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与智能设备的普

及，高校大学生更容易接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这对于大学

生而言既有利又有弊，一方面促进大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另一

方面大学生又容易受到其中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在教学中融

入思政元素，努力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内容十分有必要，但是当前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这方面并不重视，没有让心理健康课程

起到育人的作用。

2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育课程的有效改革策略

2.1保障足够的教学时间

想要使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取得实质性的教学效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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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要保证足够的教学时间，教学时间是一切教学效果的基础与

先决条件，如果教学时间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那么改善大学

生的心理状态，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目标将成为空谈，基于

此，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实际心理情况与学生的实际需求，可以

在不同学期适当延伸教学的时间，在保证学生专业课不受到影响

的情况下，将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课时设置的更多一些，

从而保证实际教学时间，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提

供充足的时间保障。

2.2课程设置应采用体验式教学模式

现阶段，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往往是按照章节化进行，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重新构建新的教学模式，采取以“体

验为主、认知重构”的教学方式，使教学内容可以优化整合，

在对学生教学基础性的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可以更加规范化与

系统化，使学生的体验感更强，比如教师可以开展团体活动、

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以此更好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提高

教学效率。

2.3课程目标和定位要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对于当前的高校大学来说，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目的就

是为了要改善当代大学生的实际心理问题，因此，在进行实际

课堂教学的时候，教师按部就班地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往往不

够，教师应该在教学中着重注意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学

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将教材的内容进行拓展与延伸，解放思

想，重新为学生构架更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内容，从而将教材

最大化地进行利用。此外，教师还应该尊重当代大学生的实际

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积极听取学生们的实际诉求，将教学内

容与学生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制定更加贴近他们实际生活的教学

计划，满足他们对人际关系、职场发展、心理压力等方面知识

的诉求。最后，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与教学计划的时候，还要

充分考虑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水平，将教学内容制定的更加符合

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水平，使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可以更加贴近生

活，便于理解，以方便学生高效地掌握教学知识，改善其实际

心理问题。

2.4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与灵活性

在刻板的教学方式下，学习氛围压抑，学生没有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该注意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与灵

活性，积极采取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方式，改善课堂教学的

死板氛围，基于此，教师可以将教师作为教学的主要讲堂，并在

此基础上，积极地走出去，拓展第二讲堂，比如，教师利用校企

合作的机会，根据学生的意愿与需求，设置更多的教学内容，是

学生有机会在实践中锻炼心理素质，发展积极的心理品质，激发

他们的学习热情，使他们更加主动地进行学习。

2.5根据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特点设置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的学生无论是学习基础，接受能力，

还是未来职业发展规范都有着诸多的差异，如果采取与普通高校

学生统一的教学内容就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想要使高职院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更加具有针对性，则可以根据不同学校与

不同专业的特点设置教学的内容，这对于各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的教师也是一个考验，针对专业性较强的高职院校，教师

应当增加该专业方面的教学内容，比如这类职业在未来职场中容

易遇到怎样的困境与压力，而学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职场困境，

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如有的高职院校是医学类的，教师则应该

侧重讲解关于如何看待医患关系，如何缓解医患关系的相关内

容，以此使学生在未来职场中，遇到医患关系的时候，可以较

为轻松地化解，从而使其心理压力得以释放，保持健康的心理

状态。此外，教师还可以采取多学科整合式教学，这是因为学

生的三观形成并不是由单一元素影响的，学生的三观形成还有赖

于其学习到的各科知识，因此，想要使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课

程更加富有针对性，有效提升学生的三观，还要对各学科的知

识整合，走学科整合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学科

资源，使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更有针对性，以此促进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使大学生在未来更能自如应对职场中的压

力，适应社会的发展。

2.6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

现阶段，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同时，大学生的心智发展并

不成熟，尤其是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其学习基础较差，责任

心不强，情绪较为消极，有的甚至厌学厌世，本身就具有一定

的心理问题，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与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下，

其更加容易产生消极的心理，甚至出现反社会的行为，针对这

种情况，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积极融入思政元素十分必要，

学生的心理健康往往与学生的德育水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积极

提高学生的德育水平将又利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试想一个心

怀民族大义，充满家国情怀的人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吗？显然

是不会的，如果一个学生的德育水平提高，这个学生的心态必

然是积极的，其内心的想法也多具有正面性，因此，教师应该

在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注意提升学生的德育水平，

基于此，教师可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内容，将心理健康教育与

思政内容相结合，向学生灌输传统文化美德与社会责任感方面的

内容，使学生从狭隘中走出来，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从而就

会使学生不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所烦恼，建立积极的心态，专

注于自己的学习和发展，立志于为民族奋斗为建设祖国奋斗。

学生成为一个思想道德高尚，有梦想有家国情怀的人，其心理

状态也必然是更加积极和健康的，总而言之，在心理健康教育

中积极融入思政元素十分必要，其有利于学生建立健康的心态。

3  结语

总而言之，现阶段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学生所面临的各

种压力也更多，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否与学生未来的发展以及社会

的未来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因此，提高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重视，并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十分必要，基于此，教师

应该积极改变传统单一的教育方式，丰富教学的形式，并优化

整合教育的内容，使教学的内容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更

具有实用性，同时，还要注意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只有这

样才能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积极心态的，合格的新时期社会主义

接班人。

参考文献：

[1]郑春雨.“课程育人”视角下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研究现

状与建设出路[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19(04):32-34+107.

[2]周泽炯,虞鲲.“新经管”战略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19,10(10):138-140.

[3]吴丽娜.生命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探

索[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20(02):63-66.

[4]袁涤繁,杨军.绿色教育视域下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

建设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3(04):102-103.

[5] 喆彭臻 ,卢果,邵娜娜.基于易班平台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改革研究[J].教育现代化,2020,7(07):26-28.

作者简介：

孟雅雯，女，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湖北枣阳人，研究

方向：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21年1期正文_103.pdf
	21年1期正文_10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