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

ISSN: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教育教学研究（2） 202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的对策研究
程  晟

右江民族医学院  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大学生的在日常学习当中经常会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心理健康难以保持在正常水平，不利于大学生日

后的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优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同时要求教师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在现代化教学改革当中，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刻不容缓，这

是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手段。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的意义及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促使大学生能够往正面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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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
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学生在学习当中也存在思维方式上
的转变。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一般存在鲜明的特征，其在
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需要学会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
很多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导致其在精神上产生一定的
压力。高校教师就需要针对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实施有效
的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让学生能够缓解自身的压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意义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时期，很多大学生在日

常生活和学习当中都会受到网络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
接触多元化的信息时，大学生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能
够得到满足，同时还会激发大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思维。
正是这种环境的产生容易给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促使
其在生活和学习当中受到不良网络环境的影响对自我产
生负面认知。实施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就可以帮助其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让大学生合理利用网络拓宽视野，
形成积极的影响。大学生在年龄上正处于成熟发展阶段，
也是新媒体应用的主要群体，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上会表
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因此很多大学生都会产生较强的自
主社交需求。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可以让大学生摆脱空
间和时间的束缚，从而拓展社交范围，促使自身的情感
需求得到满足。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指导可以让大学生倾
诉自己在新媒体世界当中的问题，放松学生的身心，加
强情感宣泄效果。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较多因
素的影响，通过心理健康指导可以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
我，还能够加强对其他人的认识，在成长当中不断调试，
认可自己，提高自身的信心，对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有较大的作用。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2.1 教育形式化
目前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

教育形式化，虽然很多高校都开始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但是在心理健康课程设置方面还是存在较大的问
题，并且没有对学生实施针对性的心理体验教学与训练，
促使教学工作的开展难以产生实质性作用。学校在师资

配备上流于形式，没有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
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在学生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时
无法得到较好的疏导。学校自身的教学条件也使得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受限，很多学生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
教师在教学当中经常只是利用鼠标操作课件，没有给学
生讲解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并且在教学当中存在方式
单一的问题，没有灵活开展心理健康疏导工作，难以实
现心理健康实际目标。

2.2 价值导向不鲜明
很多大学生在心理健康辅导的过程中存在完美主

义特点，难以接受部分外界事物，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
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目标，教师亦如是。在教学手
段上，教师认为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仅仅是纠正学生在
心理健康上产生的问题，没有明确指出学生应该怎样进
行心理疏导。这种价值导向上的偏差会给心理健康指导
与咨询产生较大的问题，促使学生在学习当中缺乏关爱，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在设置相关的课程时，
教师仅仅是让学生关注当下的问题，让其享受生活中的
教育，没有着重学生的未来发展。部分学生在人格方面
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教师并没有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格，导致学生自身的学习优势体现
受到限制，难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3 心理健康指导机构不完善
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就是需要具备完善的心理健

康指导机构，这样才能够让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纠
正。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并没有建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而是让各个班级的辅导员负责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很
多辅导员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并且与学生之间存在较
大的代购，无法相互理解，导致心理健康指导难以产生
实质性作用。高校心理健康指导机构建设存在的问题会
影响心理健康教育效用，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发展的过
程中，高校缺乏相应的心理健康指导设备，并且经费投
入不足，达不到现代化新媒体建设发展的实际需求。

2.4 指导咨询人员专业素养不高
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会受到海量的数据

信息的影响产生心理变化，并且自身的心理变化相对来
说比较复杂，无法掌握自身的规律，从而会产生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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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当前，很多高校都缺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指
导与咨询的重视程度，教师不了解学生趋于复杂的心理
状况，难以掌控大学生的实际学习和生活状态。大多数
高校的心理健康指导咨询队伍都是由辅导员及心理咨询
师或者学生干部组成，其中心理咨询师的数量非常少。
实际上，辅导员和学生干部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不
了解，也难以通过学生的日常表现对其存在的心理健康
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指导咨询人员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用，专业人员的素养限制促使这项
工作难以拓展开来，降低了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对策分析
3.1 融合积极心理健康理念
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与咨询工作时，教师

需要融合积极心理健康理念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心态，
减少大学生产生负面心理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需要利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研究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其需要给予大学生较多的信任，对于其偶尔出现的心理
健康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告诉大学生这些问题的产生对
于加强其个人经验积累是有正面作用的，然后引导学生
找到生命的价值，避免其走向极端。专职心理健康指导
与咨询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正面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解
决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在
各个方面的不幸都能够得到解决，缓解自身的压力，提
高意志力，正面认识自己，促使自身的心态得到调整与
平衡。在积极心理健康理念下，教师还要促进学生的人
格发展，让学生在学习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正面
认识自己，从而挖掘生命中的潜能和美德。

3.2 建立专业心理健康咨询网站
由于很多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会大量接

触网络，高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和咨询时，就可以借
助新媒体网络建立专业的心理健康资讯网站，让心理健
康教育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生心理健康咨询网站。在开展这项工作时，高校需要实
现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让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查阅
相关资料，最好可以自主解决心理健康问题。高校可以
在网站当中推广慕课及微课等教学形式，让学生可以利
用多样化的学习方法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在网站当中，
教师需要经常性地组织学生沟通交流，让其讲述自己存
在的问题，调动学生站在多个角度解决学生的问题。这
种心理健康咨询网站的构建不仅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也能够满足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促使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得到革新。

3.3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进行提升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形

成正面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
及咨询实效性。教师在教学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在当代教学改革当中其需要转变教育角色，但是还
是需要给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及示范，让学生可以受到正
确的引领，减少其在学习当中产生的问题。高校在组织

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及咨询时，需要明确教育目标及原
则，对教师进行明确定位，考虑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对
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促使其能够掌握大学生的特点，
帮助其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教师不仅需要传授相关的知
识，更重要的是需要给予学生较多的关怀，提高自身的
职业品德及素养，用积极的心态感染学生，使其可以在
学习当中形成正面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教师要提高自
身的心理健康辅导能力，在日常教学当中多多关注学生
的心理状态。高校还可以组织心理健康辅导教师参与专
业培训，针对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分析，提高教师
的教学实践能力，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需求。

3.4 创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心理健康辅导与咨询不仅需要通过教师对学生的

疏导得以实现，还需要让学生在日常学习当中接触并且
了解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才能够让其循序渐进形成积极
的心态。高校在组织心理健康辅导与咨询工作时，要创
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以课程知识教学作为基础，对学
生进行连续性教育，使其能够转发挥自身的潜能，并且
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心理健康辅导教师需要合理安
排课程教学，对教学素材内容重新规划，根据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特点及目前存在的教学问题对课程内容进行创
新。教师要致力于预防学生的心理疾病，提高大学生的
抗压能力，促使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能够产生实质性作用。
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业压力的预防及解决尤为重要，教
师就可以针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及继续学业问题进行分
析，促使心理健康辅导与咨询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4. 结束语
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产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需要由学校作为主导，以教师作为引领，改善学生的
心理状况。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指导能力，给
予学生正确的建议帮助其疏导心理问题，加强心理健康
咨询效用，为大学生的综合发展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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