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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周超  符虎刚  刘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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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可分为四个板块的内容分别是：知识教育、宣传活动、咨询服务及危机干预。目前国内高校在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四个板块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工作困境，本文正是在对这四个板块工作内容困境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对高校心理健

康工作提出一套可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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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ntal health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knowledge education，

publicity activities，advisory services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At present，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work difficulties in the four sector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work content difficulties in these four sectors，and puts forward a set of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for college 

mental health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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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具体内容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总体可以分为四个板块：知识教育、宣传活动、咨询

服务及危机干预。这四个板块内容，又可往下细分为若干细节，具

体内容由下图展现。 

危机干预、心理咨询及知识教育板块是心理工作核心中的核心，

这两个板块与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息息相关。工作开展压力大

难度高，同时，专业工作者的职业胜任力高低也与这两个板块的工

作效果高低呈高度正相关。 

而知识教育与宣传活动工作内容覆盖面最广，起到丰富学生头

脑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且学会求

助与自，两者内容相互补充，共同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做贡献，

属于矛盾的普遍性。危机干预、心理咨询工作，属于矛盾的特殊性，

工作对象一般面对有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的学生，是平安校园、和

谐校园建设的防火墙。 

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困境 

（一）知识教育工作困境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设是预防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第二

道防线（高浩，2016），同时也是预防心理疾病的第一层屏障。然而，

在课程教育方面却乱象丛生。 

教育部要求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需具备相关学历背景和一定

的专业资质，具体来说：心理学及相关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拥有

国家二、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或注册系统心理师资格证等资质（杨

婉晨，2019）。但实际在心理健康课程授课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授

课教师没有任何专业背景，他们既没有心理学相关专业学历、学位

也没有取得过相关心理资质证书。 

（二）宣传活动工作困境 

宣传活动工作属于向行政与专业的结合工作，非专业人员（这

里所指的非专业人员是指未取得心理相关资质及学历学位的工作人

员）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岗位培训后即可入手工作，半专业人员（半

专业人员是指取得心理相关资质但未取得学历的工作人员）可也直

接上手工作。 

心理工作的出发点是服务学生，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宣传与

活动同样是为这一目的服务。而在实践中，这个板块的工作却成为

了不少工作人员出风头、添政绩的手段。如今的宣传工作离不开各

种自媒体手段，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也被高校心理工作

所接纳，而高校官方自媒体平台的获益者往往不是需要获取知识与

寻求帮助的学生而是为了宣扬自己工作尽心尽责的行政人员，这无

疑与助人的初衷相背离。看起来似乎宣传学生覆盖面 100%，事实上

学生真正从中获益少之又少。 

心理活动方面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心理活动流于形式，浮于表

面，起到的效果微乎其微。 

（三）咨询服务工作困境 

心理咨询是心理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不少高校在从事心理咨询

工作的人员选拔方面存在问题。高校中很多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

员由辅导员或其他从事思想教育的工作人员担任，他们没有任何专

业知识背景，或对心理咨询知之甚少将心理咨询与思想教育混为一

谈。这无疑是对前来求助的学生是一种伤害，同时也体现了高校心

理咨询工作的边界模糊问题。 

心理咨询要求咨询师与来访者保持单一的咨访关系，而在高校

实际的工作中，心理教师面临着专业伦理困境。心理教师除了需要

担任心理咨询工作之外，还需要担任课程教学、行政管理工作等，

他们有很多机会能在咨询室外遇到来访者。这样一来，就被迫无法

与来访者建立单一的咨访关系，有时甚至面临着多重关系的挑战，

这也导致保密性成为一个极大的问题。个别来访者因为顾及到心理

老师与自己的人际领域有交叉而避重就轻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有

一些情况是为避免让别人了解到自己的咨询经历，与心理老师在教

学等非咨询地点见面时采取低头走开等回避的方式，也正因为这种

没有礼貌的行为其不好意思再来访而中断咨询（张卫平，2012）。 

（四）危机干预工作困境 

心理危机干预具体可分为四级干预网络，分别是学生层面、辅

导员层面、心理中心层面及学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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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些兼职人员以及能够为危机主体提供有效社会支持力量的

非专业性人员（吴亚子，2015）。非专业性人员中，最主要的是辅导

员工作队伍。这就要求辅导员目标学生的信息掌握全面，对心理健

康知识与技能有一定的掌握，对心理工作内容有清晰的认识。 

高校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需要

全方位、多层面涉及到的相关人员都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以帮

助个体顺利渡过目前的危机，得到人文性的关怀，更好地面对未来

的生活，从而创建和谐的校园和社会氛围（冯桂梅，2015）。 

（五）心理教师职业困境 

调查研究显示，心理咨询行业面临更高的职业倦怠风险，面临

比一般行业更髙的心理耗竭，大部分咨询师都处于耗竭水平（陈秋

红，2018）。在如此压力的工作情况下，不少高校心理教师本职工作

不受重视，日常工作中被加入大量非心理工作内容，不能将精力完

全投入于心里工作中。他们要处理本身职业带来的压力的同时，还

要应付额外工作注入的超额负担。 

此外，心理教师晋升途径不清晰。高校心理教师不同于其他教

师队伍，教学与科研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而心理教师的工作除

了有教学科研内容，同时会涉及一部分行政工作，最大的不同是他

们的咨询工作与危机干预工作。身兼数职，可以说是多种类型岗位

的综合，很多工作内容无法被量化也不受重视付出与报酬也不成正

比，在职称与岗位提升方面依旧存在着巨大挑战。 

同时，缺乏专业培训。因为不受重视再加之心理咨询专业培训

费用昂贵，学校根本不愿意安排培训。不少教师为提升专业水平，

只能自费参加各种培训。 

（六）心理中心建设困境 

心理中心是开展心理工作的主阵地，国家出台的不少文件中，

都对心理中心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但实际工作中，高校的心理中

心建设滞后，师资力量薄弱，建设的初衷也是为应付更高层部门的

检查。且心理中心往往依附于其他部门，工作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

响，不能独立运行与开展工作。更有甚者，将中心的运作完全委托、

外包给其他公司，外包公司人员流动性太大不利于明确权责，一旦

发生问题无法明确权责关系。 

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应对策略 
（一）心理中心独立 

心理中心的独立运行且不受其他部门工作内容的影响，能很大

程度上为做好心理工作奠定好了基础，也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心理工

作的有序开展。首先，心理中心独立保障了心理健康教师从事心理

专业工作的时间；其次，业务的独立使得心理健康工作更加系统化、

专业化、细致化；最后，心理中心的独立为心理健康各项职能的全

面、充分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提升心理工作师资队伍专业水平 

前文已经对心理健康工作不同板块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

析，其中不同板块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工作人

员的专业性有待提升，无论是专职的心理教师的专业性还是参与到

心理工作的其他非专业人员。心理工作是一项对专业性有着极高要

求的工作，工作队伍整体专业水平的提升势必会对工作结果产生积

极的影响。心理健康工作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工作，很多情况下在跟

负面情绪、危机做博弈，只有工作队伍的专业性作为保障才能更好

的处理校园中突发的情况与不良情绪。 

（三）心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工作是要靠人干出来的，心理教师是心理健康工作得以良好运

行的主力军，他们承担着热心理工作的各个任务。因此，心理教师

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对心理健康工作的影响尤为重要。应制定出

符合实际的激励体系、管理模式与晋升机制，激发出心理教师的职

业活力。同时，学校应满足心理教师督导与培训的需求，承担起心

理教师培训与督导的费用，保障心理教师在专业领域不断成长，以

便为全校师生提供专业、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 

（四）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心理健康宣传 

心理健康宣传工作要真正普及，在学生中产生良好反响就需要

根据学生心理特点，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文字宣传和活动

开展。心理中心可成立心理社团，聚集在校园中对心理学感兴趣，

心理健康意识较强的大学生，以心理社团为抓手，以心理社团学生

作为了解学生需求的窗口，借助心理社团的学生的力量提高心理宣

传工作渠道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以及形式的创新性，通过社团

逐步扩大心理宣传活动的影响力以及在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 

（五）做好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建设 

一方面重视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分层

次、分类别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进行系统的专业性培训，切实

提高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

平。另一方面抓好两支学生队伍的培养：一是四级心理预警网络中

的心理委员和宿舍长队伍。二是学生心理社团。学生队伍作为师生

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既可以弥补专兼职心理教师数量不足的问

题，同时又能贴近学生，更好开展工作。 

（六）开展校际间交流学习 

积极学习借鉴兄弟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好做法、好活动，

培养打造适合本校学生特点的品牌心理活动、品牌课程及专业骨干。 

四、结语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重道远，当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的发展在多诸多方面面临着挑战，如何能更有效的推进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除了在制度层面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进一步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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