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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 
白雪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直以来受到了心理和教育等来自各

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各高校在不断扩招，大学生人数也在

不断增多，国家未来的发展进程势必会受大学生素质高低的很大影

响。高校是培育人才的基地，学生作为高校的主力，不仅要具备健

康的身体素质和较高的知识素养，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来支撑和实现。因

此，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育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已经成

为我国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一、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促进学校更好的进行思政教育工作，更

有益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心理素质作为综合素质的基础，那就

意味着心理素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就必须要切实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复杂多变的社会

形势下，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与挫折，他们不仅要具备健康的身

体素质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具备超强的耐挫折能力，有克

服一切困难和挫折的心理准备。大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转折期，对未

来的困惑期，在这个时期，他们面临着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

力，这些压力很容易使他们产生逆反和偏激心理，他们的心理尚未

完全成熟，人生观、价值观仍处在渐渐形成的过程中。在他们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的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教

育人员正确引导，及时疏导，从而确保学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去面

对这些压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益于提高学生在社会中的抗挫

折能力，有益于学生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有益于提高学生自我调

节能力和学生健康成长。 

二、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1、环境适应能力不足 

当年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学生对于进入大学后所

面临的开放、多元、重实践的学习生活环境的适应性不足。例如，

大一新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经验，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较低，日常生

活方面更多地依靠父母的呵护，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不少学生

不能适应大学里以“自主学习”为主的学习特点，不能有效克服懒

散的行为习惯，没有毅力，做不好时间管理规划。还有个别学生适

应不了大学的宿舍生活，进而引发人际交往问题。环境适应能力的

不足，导致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影响了

大学生活，甚至被迫休学、退学。 

2、人际关系处理不当 

高校大学生往往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个人经历、生活习惯、

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不同，各种人际关系碰撞交织在一起，虽然

丰富多彩，但也会因此产生一些摩擦。不少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处理

能力不强，缺乏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训练，没有掌握与其他

学生和谐交往的方法，与同学产生不必要的人际冲突。还有一些学

生在集体生活中缺乏集体意识，或因个人性格原因不能融入集体，

导致被孤立，进而产生因人际关系导致的心理问题。 

3、情感控制能力不足 

大学生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其个性突出、情感丰富，情绪表达较

为激烈。很多大学生不擅于管理自己的情绪，导致因情绪处理不当

引发的人际冲突或抑郁症等问题。不少大学生还存在着盲目恋爱的

冲动，在感情受挫后不懂得该如何正确处理感情问题，致使当事人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情感伤害。 

4、个人人格发展不完善 

大学生正处在人格定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

不同境遇，每个人都形成了不同的人格特质。但大学生心理发展尚

不成熟，在人格基础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会影响他们自身的成长和发

展。大学生自我意识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做出准确的自我定位，自

我认知模糊，导致行为方向产生偏差，加大了遭遇挫折的可能性。 

三、提升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水平途径 
1、加快完善心理健康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 

建立和加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预警机制，完善心理健康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整体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形成全过程、全方位、全员化的联动机制，不断强化学生的社会支

持系统。建立以辅导员、学生干部为骨干体系的信息员队伍，网格

化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同学、朋友为主体的信息渠道，加强

信息管理，形成心理危机预警系统。加强对学生工作队伍、宿管员、

班级学生干部的危机干预和危机处理相关技能培训，对大学生的心

理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防、早控制”，结合危机后干

预，构建完善的心理健康危机预防和干预体系，拯救个体身心，预

防恶性事件的发生，维护大学生身心健康。 

2、加强专业化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专业化就要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培训，辅

导员也扮演着心理教师的角色，就应该掌握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相

关理论，也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为学生更好地提供心理健康

教育服务。提高高校教师的理论水平，不断推动心理健康教育队伍

的专业化发展。高校应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条件保

障，比如配备专业的设备，设立专门的办公场地等等，创造更专业

的条件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更好的开展。要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注

重因材施教，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准确的帮助学

生处理心理上遇到的问题。 

3、开设心理教育必修课，增强自我教育能力 

心理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相应知识的掌握，系统学习心理、卫生、

健康等方面的知识，有助于学生了解心理发展规律，掌握心理调节

方法，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心理素质教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取决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

高低。因此，心理素质教育就是要注重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 

4、建立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的教育联动机制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水平受到家庭、学校与社会方方面面的

影响。实现教育的全方位化，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环境，加强

家庭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与引导，并给予学生充满温馨与关

爱的家庭环境，给学生正面、积极的家庭影响。学校充分从社会现

状出发，加强与家庭的联动，将学生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中加强教育

和引导，以补充和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