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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过程管
理，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针对测评结果分类制定相关解
决方案，全面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部分高校利用信息化技术
构建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开设心理发展辅导室，定期组织辅导员
召开学生心理异常情况研讨会，总结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针
对问题学生制定个性化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切实解决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增强立德树人教育工
作实效性。因此，本文将着重对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创新路径进行探究。

1　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义
1.1增强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实效性
新时期背景下，信息多元化给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造成了一

定冲击。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中较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和价值观得以完全成型，对待事物的看法和价值
取向都会趋于成熟。对于学生而言，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矛
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思想价值观念变化，容易形成不同的
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的出现，又会反馈到日常生活当中，对自
身造成一定的困扰，阻碍身心健康发展[1]。因此，高校辅导员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十分必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
心理状态，促使学生对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共鸣，主
动参与到教学工作当中，将所学到的相关知识付诸实际行动。从
而有效增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实效性，推动高校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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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ollege counselors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ork for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work, and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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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various disciplines, it is impossible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mental health needs of students. The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college counselor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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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大学生在高校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社会技能最终要经由

社会检验。一些学生虽然在学校里学习并掌握了专业知识技能，但
是心理状态较差，在进入社会工作后，面临挫折和困难时容易形成
负面心理，出现自我否定等消极情绪。还有一些学生在人际交往方
面，由于心理问题难以控制情绪，与同事之间相处不融洽，从而影
响工作生活状态。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引导
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和自我测评，使其对自身有较为清楚的认
知，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其次，在心理健康测评的基础上，对于
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予以科学分析，分类制定相应的心理健康教
育方案，加强心理疏导，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2]。继而培养学
生情绪自控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
主动采取措施完善自我，在生活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可以调整心
态、规范自身行为意识，积极且理性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

1.3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
高校辅导员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是

高校进行思政教育和管理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之一。学生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与辅导员之间的互动较为密切，辅导员对学
生情况也相对较为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开展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辅
导员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和技能，了解时下大学
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还需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减轻学生心理压



    18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力和负担。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学生日常生活学习行为，对于
面临的困境学生及时予以心理疏导，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所
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提升辅导员自身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2　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2.1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法较为单一
以往绝大多数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主要以

心理测评、心理咨询和心理讲座等方式予以开展，这类方法虽然
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效果微乎其微。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方法与时代技术缺乏有效融合。部分高校辅导员大多以心理测
评、心理咨询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而没有重视新媒体、
网络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致使一些学生即使有心理问题，也
碍于面子选择自我消化，辅导员无法准确了解哪些学生可能遇到
了心理障碍，及时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法
与学生个性化需求不相适应。每个学生的思考方式不同，生活阅
历也不相同。在遇到困难时，有的学生能够积极面对困难，而有
的学生会产生心理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等负面情绪。部分高校
辅导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没有对症下药，针对学生不同的
心理情况而采取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2.2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流程不明确
部分高校辅导员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没有做好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流程的规划，流程较为混乱，对学生的心理情况了解
不够深入，在帮助学生做完心理疏导后，学生的心理状态明显变
好，辅导员就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告一段落，而没有继续跟进。
其一，部分高校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缺少沟通渠道。大多数高校辅导
员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与学生之间缺少有效沟通，对于一
些可能存在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难以较为清楚地辨别。其二，对于
各类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制定相对应的解决方案。部分高校辅导
员在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后，没有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分
类归纳，总结问题发生的原因、过程、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下次遇
到相类似的问题时，根据上一次的经验判断而采取相同措施，并没
有基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致使一些学生对于辅导员不信任。其
三，后续跟进工作没有落实到位。大部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
许多困难，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虽然高校辅导员及时给予帮助，
解决了困难，但是一些高校辅导员认为这样就是解决了学生心理问
题，对于学生后续表现没有继续跟进，从而在学生又出现类似心理
问题之后，才明白后续跟进工作的重要性。

2.3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学科教育缺乏联动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单单是高校辅导员的职责范围，也是各

学科教师的职责所在。大部分高校辅导员未能充分认识到其他学
科教育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与各学科教师达成合
作，一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第一，大多数学科课程规划缺
少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大多数各学科教师在进行规划课程安排时，
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知，不会主动增
加相关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而部分高校辅导员没有主动参与各学
科教师的课程规划工作，忽视了学科教育对学生心理建设的重要
作用。第二，没有充分重视学科教育实践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推动作用。学科教育实践对于学生而言，不仅是对学科知识
的实践，也是对自身综合能力的实践。部分高校辅导员没有从
学科教育实践等方面着手，和各学科教师相互配合，做好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明白社会发展规律。

3　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创新
路径

3.1利用现代化技术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法
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辅导员要融入到学生当中，了解学

生的兴趣爱好，学习学生经常使用的社交软件和流行用语，和
学生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运用新时期技术探索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法。高校辅导员要在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
法的基础上，利用微信、QQ、微博和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了

解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情况，对于可能有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
在私下里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基于新
时期技术了解学生个性化需求。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
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针对学生心理需求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平台，
及时在平台上更新相关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3.2结合学生实际优化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流程
高校辅导员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过程中，要结合学生实

际情况，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流程进行优化，确保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顺利开展。首先，拓宽学生心理健康信息收集渠道。高校辅
导员可以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让工作小组了解和记录学
生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问题，对于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向辅
导员汇报。同时，高校辅导员要定期组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
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培训，使学生掌握基础的心理健康知识技能，
更好地了解同学心理状态。其次，针对心理健康问题制定相应解
决方案。高校辅导员要密切关注学生社交媒体上的状态信息，基
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的记录数据，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进
行分类，总结学生心理问题的类型、产生原因，建立学生心理档
案。将档案数据进行分类整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制定相对应的
解决方案，并记录每个过程的数据和反馈信息，在问题解决后开
展后续跟进工作。最后，落实好后续跟进工作。高校辅导员在解
决学生心理问题之后，要组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开展后续跟
进工作，记录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表现，收集学生反馈信息，并
对反馈信息进行整理，记录到学生心理档案中。若学生再次出现
心理问题，可以根据心理档案信息，按照学生心理需要及时进行
心理疏导。

3.3优化学科教育课程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高校辅导员要主动与各学科教师加强合作，共同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其一，参与学科课程规划，发挥学科课程对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积极作用。如高校辅导员可以与思政课教师
合作，在思政课教师进行学科课程规划时，建议增加一些心理健
康知识的内容，将心理健康知识与思政案例进行有机融合。使学
生在学习思政知识的同时，可以了解到心理健康知识，明白如何
基于思政知识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规范自身行为意识。其二，
将学科教育实践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相结合。高校辅导员可以与
各学科教师加强合作，建议各学科教师在进行教学实践规划时，
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贯穿到教学实践全过程，如视觉传达设计专
业，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学习时下优秀设计作品，高校
辅导员可以建议教师在布置相关设计作业时，将心理健康知识宣
传作为设计要求，让学生进行设计。从而促使学生主动了解心理
健康知识，并以自身的理解将心理健康理念注入到作品设计当中，
在这一过程中明白保持心理健康的基本方法。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下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利用新媒体技术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方法，构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基础上引
导学生主动表达自身想法。同时，结合学生实际心理需要，优化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流程，将立德树人理念贯穿心理健康教育全过程。
此外，还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各学科教育的联动，在学科教
育课程中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收集各学科教师的反馈情
况，对心理健康教育方案进行调整，从而从多层次、多角度解决学
生心理问题，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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