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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非生态”现象的调查与

分析 
卢小莲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70） 

摘要：人与自然的生态辩证关系理论、西方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理论及我国道家传统生态智慧，为生态观视野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生态问题包括教育主体单一、多为补救性治疗、与生态环境发生断层。生
态观视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生态问题的治理构想，包括遵循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原则、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
形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链和营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绿色环境。 

关键词：生态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生态问题 
 

引言 
常言道，“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人们的物质条件日益提高，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不停地

发生改变，这在大学生群体就会更显得非常出众。在大学生这个阶

段，正是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积极的价值观会对当代大学

生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而消极的价值观会使当代大学生丧失对事

物的正确判断的能力，所以大学生心理是否健康，积极向上是非常

之关键的。 

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体现

出了这一时代青年人的特点也显示出和以往大学生有很大的不同。

在价值观、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上具有不同的想法和思考。随着这

批大学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也越来越关注。面对来自不同的压力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

经成为众多学者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和话题。 

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性，我们小

组决定利用假期的时间进行此次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生态观视野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生态辩证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人并不能完全依赖自

然，需要通过劳动创造出“人化的自然界”，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关

系是辩证的。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之于人类的作用尤大,人须

尊重自然规律。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实质为人

与人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联系、和谐共生，从而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大学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他们的心理健

康发展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西方生态学理论：生态系统与生态平衡 

1.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可控性特征，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多种要素相互作用。2.生态

平衡。生态平衡并非静止的、机械的，而是短暂的、不断发展的过

程。大学生心理是一个循环发展的动态化进程，他们心理健康教育

的顺利开展需要以内部各因子和外部环境的平衡发展为基本前提。 

中国道家思想：传统生态智慧 

道家宣扬“生态智慧”，和西方生态观一样，皆强调事物间的

相互联系，认为任何个体不能脱离整体而获得发展。道家认为，世

间万物之发展具有规律性，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道家提出“无为”

思想，主张以仁厚之态对待个体生存、发展之权利。作为世间万物

的一个因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其他事物有着重要的联系，因

而我们应重视不同因子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道家“无为”思

想启发我们，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因人而异，不能强加干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非生态”现象调查设计 

调查对象 

随机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中不同年级的同学进行问卷调查并

进行走访式调查。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自编的网上问卷《大学生心理健康调研》进

行调查。 

调查时间 

2021－11－11 至 2021-12-20 

问卷回收 

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7 份，有效回

收率 77%。 

数据处理 

问卷星根据回收数据自动生成统计表并做好笔录，进行讨论，

研究数据，从而得出结论。 

调查结果与分析 

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总体来说十分良

好，调查显示对心理健康了解有 83.68%的同学能够有很好的了解，

有 2.32%觉得一般，绝大部分的大学生还是对心理健康很了解。这

就说明了大部分的大学生懂得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当自己

生活中遇到挫折能够很快的调整过来。然而有部分同学。应该加强

自我的心理健康了解情况，提高自我的基本素质。 

其中此次问卷调查，男生占了 51.26%，女生占了 48.74%，由

于此次问卷调查选取的时间节点为大四学生的毕业季，所以收集到

大四学生比较少。 

有 54.53%的同学认为压力不会影响学习，说明这部分大学生在

面对学习压力时，可以化压力为动力有着对人生积极乐观的态度；

但是还是有 45.47%的同学认为压力会影响到自己学习的发挥，说明

还是有部分的同学，还没能找到很好处理压力的方法，所以他们心

理素质还有待提高，需要更多的激励和他人的关心。 

性别 比例（%） 压力是否影

响学习 

比例（%） 

男 51.26 是 45.47 

女 48.74 否 54.53 

心理健康了

解情况 

 是否重视心

理健康 

 

很好 83.68 是 63.91 

一般 2.32 否 36.09 

其他 14   

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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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来看，在性别和年级上方面来区分，不同

性别和不同年级之间，在心理健康状况这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以

数据来看，相对于大学男生来说，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差

如人意；大学女生存在的焦虑心理和抑郁心理是比例远远高于大学

男生；但从口述了解到，大学女生处理心理问题方面要比大学男生

要好的多。除此之外，问卷调查的数据来看，大学女生的焦虑心理

和恐惧心理占比高于大学男生，然而大学男生的易怒心理比大学女

生高出了将近 80%； 

以上几组数据表明，在心理健康状况方面上性别差异确实是存

在的。大学女生心理健康上更倾向于焦虑心理和恐惧心理多一些，

大学男生心理健康上更倾向于易怒心理。所以大学女生在处理人际

关系上比较表现的比较感性，大学男生虽然比较理性，但是在处理

心理健康问题上并不太理想。 

是否存在心理问题 比例（%） 

是 69 

否 31 

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调查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发现，大学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困扰

都不同；从表可看出，大一学生们的心理困扰远远高于其他年级的

学生。这个其实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大一的学生是算是一个比较特

殊的群体，他们刚从高中的生活过渡到大学生活还不到一年的时

间，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不同于高中的学习方式和高中生到大

学生身份的变化等。随着大学生活的不断变化，结果显示三个年级

心理困扰方面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大学生年级越高心理健康状

况会越好。 

对于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来说，年级越高，就业压力的困扰会随

着增加。到了大三，就是到了该为自己人生做打算的时刻了。究竟

是选择考研继续深造还是选择去找工作奔向社会，会使得他们左右

为难，所以就业压力和学习压力和随之而来，会害怕自己会和机会

擦肩而过。大三年级学生在选择未来上面临着比其他年级更大的压

力。 

表 2 校园心理教育的效果 

选项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释放压力，缓解不良情绪 4.11% 6.3% 15.62% 55.07% 18.9% 

改善不良行为 3.84% 12.05% 19.18% 45.21% 19.73% 

增强人际交往能力 2.74% 9.04% 17.26% 49.86% 21.1% 

提高自信和自尊 2.74% 7.67% 17.26% 51.78% 20.55% 

提高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 3.01% 6.03% 15.34% 53.15% 22.47% 

增强同理心 3.01% 6.03% 15.07% 50.14% 25.75% 

生态观视野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生态问题的表征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体单一 

为了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发展，很多学校设置了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使得大学生形成对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

问题疏导技能的一般认知。除此之外，一些学校还专门建立了学生

心理咨询室，目的在于及时引导有心理困惑的大学生走出困境。然

而，当今社会开放程度愈来愈高，学校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

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学校并未考虑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化发展，隔断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

外部环境的联系。仅仅依靠教师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难以满

足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多为补救性治疗 

虽然很多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当大学生发出求助时，心

理咨询中心也能使用咨询方式对他们进行治疗，但是，很多大学生

根本无法对自身心理问题形成正确认知，纵然意识到自身可能出现

心理问题，也耻于求助,如长期压制不良心理情绪极易导致悲剧的发

生。一些大学生虽然勇于求助，但也会因治疗的滞后性使自己遭受

长时期的心理折磨。除此之外，学校所教授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基

本理论知识还不足以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在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过程中，很多教师仅重点分析一些特殊人群极易出现的心理问

题，却忽视了大部分大学生的基本心理需要,使得一些大学生无法及

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心理困惑。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生态环境断层 

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必然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被视为可脱离于其他要素独立存在与发展的

因子，导致大学生心理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发生断裂、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与生态环境发生断层。首先，忽略了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脱节，导致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时空脱节，生态环境断层由此产生。此外，

学校忽视了与家庭及时沟通的重要性，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家育信

息和学校教育信息错位，严重减弱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家校共育合

力。其次，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净化，使大学生的价值

观被扭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被削弱，最终导致大学生心

理状态与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目标发生偏离。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生态问题的治理 

遵循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原则 

生态观视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遵循系统性、发展性、开

放性和人文性原则。（1）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将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置于庞大的系统中，综合分析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多种要素。一方面，需要对大学生的自身情况进行分析；另一方

面，还需考虑多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将大学生心理系统和外部

环境系统加以整合，积极探究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多个环境因

素，力求为大学生构建和谐的内外部环境。（2）发展性原则。用发

展的眼光考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将大学生心理发展视为一个动

态过程。此外，还需主动预防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3）开

放性原则。遵循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放性原则，使得大学生心理

获得实现与外界环境的交流与能量互转，从而确保教育活动可以永

葆生机。（4）人文性原则。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

的教育资源合力，确保教育无间断。强调事前预防和环境熏陶，有

效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 

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是指由个体亲近关系构成的心理保护层，

个体可以在自身面临心理困惑时通过这一保护层获得他人的帮助，

也可以在帮助他人排除心理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良性心理成长经验。

大学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包括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

朋友关系。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的目的，在于使大学生

从其最为亲密的社会关系中及时得到心理援助，或者在为他人排解

心理困惑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肯定，从而优化自身心理状态。构建大

学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可以扩大大学生的心理开放性，增强其

心理灵动性，促进其心理支点的多元化发展，强化个体之于环境的

互动性。大学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层的构建,要求大学生与外部环境

增加互动与交往频次,从而使大学生在积极主动的营造与维护过程

中获得心理健康水平的优化。 

形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链由环境和个体心理运作两大部分

组成。其中，个体心理运作包括生理运作、认知运作、情绪体验运

作、心理弹性运作和行为反应运作五大过程，分别发挥着信息输入、

加工、调节、缓冲和输出的作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链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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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反映大学生心理的“长短板”所在，此时，

可以针对性地维护“长板”、改善“短板”，确保大学生心理动态平

衡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链能够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

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价值功用，帮助大学生形成顺畅的、绿色

的心理通道，获得心理发展的长期性、稳定性与和谐性。 

营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绿色环境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绿色环境包括健康的校园环境、温馨的家

庭环境与和谐的社会环境。（1）通过创造积极的校园环境激发大学

生主动学习的心理。合理设计学校建筑物的位置与造型，诠释学校

精神,从细节出发，营造优美、整洁的校园环境，使大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获得美的熏陶。（2）通过创建温馨的家庭环境促进大学生健康

心理人格的形成。和睦的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较为重

要。作为家庭教育的直接实施者，父母应当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发

挥人格力量与亲情感召在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3）

通过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净化大学生的心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指明方向。 

总结 
生态观视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为国家发展培育“完整的

人”的重要工程。以生态观为视角，研究大学生在接受心理健康教

育过程中的心理舒适度和满意度，将系统发展观和生态发展观应用

其中，进而探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非生态问题的科学治理方法,

推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从工具论向生态论过渡，是生态文明时代

背景下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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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0 页） 
项目手册、仿真实训平台等，项目实践为基础，以学生学习主体．教

师在超星平台等网络教学平台上预先导入线上学习内容，设置相关

知识技能点，利用讨论区、课前课后提示以及头脑风暴等多种形式

进行学习交流讨论，同时提出问题并解答．其次优化小组学习活动

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是项目化课程教学的要点之一，强调通过小组

成员间的相互学习交流，来理解项目流程，能力优势互补，培养协

调沟通能力，同时体现学生在小组团队中的分工合作能力，自主学

习的承担能力，教学设计让学生在融洽开放的小组学习环境中通过

发现问题、检索文献、讨论交流、归纳总结等一系列教学互动活动，

从而养成深入思考，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职业岗位素养[3]。 

主要特色： 

1）课程建设融合多门专业课程。“云计算机技术应用项目”

课程建设不是针对某一门课程，而是融合了多门专业课程的课程组

的设计，更好的体现了课程间的衔接性及工作过程的逻辑性和连续

性。 

2）教学设计包含实际职业岗位工作流程。在项目化课程教学

设计上，按照实际工作岗位的项目进展流程，学生一步步在仿真实

训平台上实现，来验证项目成果，这样学生在承担项目的同时迅速

体会并掌握职业岗位一系列工作流程[5]。 

3）教学设计构成真实的项目任务环境。教学设计中特别加入

了故障排除项目训练，模拟实际岗位中遇到的各种典型问题，按照

由浅入深提高难度和综合性，采用阶梯方式巩固学生的知识、训练

开发技能，使学生在不断探索排除故障错误中体验实际岗位工作环

境，培养学生解决处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 

4）教学设计体现小组协作的项目团队。项目实施分工合作，

一切过程以完成项目任务为导向，教学设计中可以任意组建学习小

组，小组内多名学生协作完成，遇到问题需要小组同学协商解决，

在整个项目执行设计中以学生实际训练为主导，教师承担引导解

答，充分培养学生沟通协作等职业素养。 

四、结语 
项目化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的灵魂在于按照职业岗位需求，应

用仿真模拟、理论实践一体的教学方法，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

来训练学生。学生通过综合实训提高了专业技能，增强了实际操作

能力、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就业竞争能力等；同时教师指导学生参

加综合实训，也是一个教学方法不断改革、知识技能不断更新、自

身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有利于今后培养更多更优秀符合社会

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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