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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思考
秦忠梅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北海 536000）

摘要：当前，由于多元文化思潮与社会风气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高等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也呈现出了复杂化、多层次、多元化等

显著特点，这也给高校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标准。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健康，还要注意挖掘学生的

闪光点，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积极心理学倡导研究人们内心的积极力量，因此，高校教师需要在心理健

康教育中引入更多的积极心理学理念，以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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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最常见的心理困扰及表现

（一）心理发育尚未成熟

大学生心理发育趋向成熟但尚未成熟，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影

响，易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大学教育相对于小学教育而言，其自

由度有所提高，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支配，因此，部分学生因

自律能力差，长期熬夜，进而可能造成学生的思考能力、记忆能

力下降，无论在学习或日常生活中，容易产生厌倦情绪，对学习

生活提不起精神。此外，由于网络信息平台的发达，人们在上网

时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学生从网上学习了一些虚假、

恐怖等不良信息，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偏激、极端的心理，

甚至有可能导致学生做出伤害自己甚至伤害他人的事情。

（二）人际交往及情感困扰

大学阶段是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大学生接触到的

人要比中小学时期多几倍甚至好几百倍，有的学生因为客观因素

与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在人际交往中容易出现一些困扰，又称“社

恐”，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有的学生与

同学、老师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困扰，同学间关系好却难维系，

同班同学有些彼此不认识，师生间不了解，彼此无法沟通，在课

堂结束后也很少交流；有部分学生难以融入社会，实习过程中难

以与同事和领导保持良好关系。

（三）学业方面困扰

大学阶段的学业困难学生无论是在哪个院系及专业，学校的

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学困

生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会表现出厌学情绪，甚至出现逃课旷课

行为，导致考试挂科。学生们看到自己的成绩后，厌学心理加重，

如果补考或重修还是不及格，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学生可能无法

顺利完成学业及按时毕业。

（四）就业心理困扰

有就业心理困扰的学生毕业后最终仍要进入社会工作，但由

于学生在认知或行为上的一些偏差，容易出现难就业，出现“家

里蹲”现象。长时间焦虑情绪加上社交恐惧心理，以及在学习过

程中出现的逃避心理，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学生的正常生活，在择业、

就业过程中也容易产生逃避心理，妨碍学生的健康发展。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一）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认识不高

有些学校及教师在学生工作中较重视学生成绩、专业技能的

培养，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关心不足。部分学生面对繁重的课业、

相对开放的学习方式可能会有不适应的情况，学校和教师对此缺

乏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会加重学生厌学、逃学心理。如果大学心

理健康课程的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心理健康教师有的是

“半工半读”，并非专业出身，就未能充分发挥本课程对学生心

理状态的调节作用。

（二）师生互协程度低

学生的校园生活离不开教师的陪伴，无论辅导员教师还是任

课教师都能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然而，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教师

发挥的作用很小，作为陪伴学生时间最长的老师，对学生的学习、

生活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涉及到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就更

少了。与此同时，同学们也很少主动向老师倾诉心事，与老师进

行交流，这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主动屏蔽，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交流和沟通不足。

（三）家庭的教育功能薄弱

有人说家长是子女最好的老师。即使进了大学，受过高等教育，

但仍然是家庭中的一员，不可能脱离家庭而存在。通过观察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难发现，家庭对大学生接受教育的影响是

很大的，很多家长认为学校应该负起对学生的全部责任，但学生

始终不能脱离自己的家庭。因此，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

家庭教育功能薄弱，也是大学生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的一方面。总之，

无论是学校、教师、家庭，如果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低，

学生难以调节的不良情绪、心理困扰等也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因此，

高校还需要在学生家校协作模式上进行改革，多关注学生心理健

康，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三、心理健康教育观下如何优化大学生工作模式

（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建设，发挥心理教师的育人作

用

很多学校都会聘请一定数量的心理老师，帮助学生解决各种

心理问题，但这些老师常常兼任其他工作，不能把全部精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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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职工作，出现学生找不到心理中心办公室的现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不够到位。因此，学校在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时，

首先要确定合适的办公地点，因工作的特殊性，可适当选择较隐

秘的地点，以方便学生敞开心扉进行心理咨询。第二，学校要加

强心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不可无证上岗，相关的心理教师资

格证书、从业证书都不可缺少，其对学生心理的认识，例如某些

偏激、抑郁等心理状况的分析和应对能力需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

平。第三，要严格监管心理健康教师的在岗状况，尽量避免出现

学生因心理困扰无法找到相应教师倾诉的情形。如大一学生无法

适应与高中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内容时，出现厌学、逃课、不

良行为及情绪等，那么学生可以到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

心理教师需要仔细倾听学生的痛苦和焦虑，教会学生学会调节情

绪的方法，以改善学生面临新环境的系列不适应。此外，在学校

举办的各类社团活动中，还可设立心理健康教育角，搭建沟通平

台，向学生提供纸笔，让学生将所遇到的心理烦恼记下来，在活

动结束后，心理老师可根据学生的心声，策划相关的主题活动周，

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此外，如果学生心理问题

比较严重，老师还可以在必要时把学生转介到医院进行治疗。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影响大学生校园生活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高校应设立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充分发挥心理教师

的育人功能，最大可能地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扰，提高心理健康教

育实效。

（二）加强师生一对一交流，提高师生的沟通和理解

学生的的校园生活离不开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沟通，师生人

际交往是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

的视角下，高校开展学生工作可增加师生间的一对一交流，增强

师生间的互协度，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学校给学

生配备了辅导员、班主任，从学生入校开始就一直陪伴学生，他

们对学生的了解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辅导员和班主任可

以定期举办专题班会，在班会上做心理卫生宣传，一次班会就是

一个主题，这样就能广泛地对所有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也可

以要求学生定期进行汇报，不管是线下的汇报方式，还是通过手

机或网络等形式，学生都需要向老师定期汇报，及时与老师进行

沟通。相关老师也可与宿管人员多进行交流，通过小样本学生代

表所反映的心理问题，推测学生的普遍心理健康状况。辅导员采

取适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使教师及时掌握学

生的心理动态，帮助学生进行自我疗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师生的互协度，促进高校学生工作效率的提升。

（三）建立匿名倾诉网站，帮助学生进行自我消化

当前正处在信息发达的社会，学生接触到各种信息的方式和

方法越来越多，接触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妨碍了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在网络世界里游刃有余，

在现实世界中却畏首畏尾，选择退缩。因此，学校可结合实际情

况，建立匿名倾诉网站，以帮助学生消化不良情绪。构建匿名倾

诉网站的运行可由心理老师和受过专业培训的学生共同进行管理，

通过将网站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板块，例如工作、学习、人际交往、

情感、自由交流等板块，帮助学生更迅速、准确地解决困惑和问题。

匿名网站也可以参考一些交流论坛或贴吧，便于让学生找到和自

己“同病相怜”的小伙伴，帮助学生找到共鸣，感受到陪伴，更

好地缓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开展这一匿名倾诉网站时，可关注

学生在日常倾诉、沟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总结梳理大学生常

见的一些心理困扰，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期间，重点针对学生

群体中易出现的心理困扰、不良情绪和行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系列活动。建立匿名倾诉网站，它能给学生最大程度的沟通自由

度，贴合信息时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特征，帮助学生实现自我消化，

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

（四）增加家长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改善学生与家庭的关系。

大学生在上学、生活的同时，也要接受家庭的教育，因此，

大学教师可适当增加家长与学生的沟通机会，充分发挥家庭育人

作用。在大学阶段，家长与学生的沟通方式不同于中小学的家长会，

大学教师应灵活运用多种方法来促进家校联系，增强家长与学生

沟通的机会，共同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此外，学校通过给学生

提供勤工俭学、校内兼职的机会，使学生有一定的经济来源，适

当减轻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的负担。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保护学生

的自尊，实现他们想要回馈父母的心愿，同时也让家长们感受到

他们的成长。大学生也是家庭中的一员，通过多与父母联系，以

及参加勤工助学、校内兼职等帮助家庭缓解经济压力，从多方位

地改善学生和家庭的关系。学校教育离不开家长的配合，加强与

家长的沟通，形成教育合力，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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