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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的应用分析 

许志鹏 

（牡丹江医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1） 

摘要：基于心理健康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升有促进作用，所以，研究心理干预在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的应用，可

对大学生的实践行为、心理状态、思想观念、情绪调节等方面进行综合培养，可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因此，从大学生心理

危机类型着手，分析结合大学生心理危机类别及影响，并从理论教育、思维引导、实践活动的家都，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进行

培养。通过心理干预，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动态，将心理教育与社会实践教学结在一起，旨在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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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要从大学生心理、行为等

角度，对大学生整体素质进行培养。心理干预工作的开展，对大学

生生理、心理、文化素养等角度进行培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大学

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以学生的

自我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自信心的综合培养为目标，在大学生日

常生活与学习过程中进行心理干预，消除大学生自卑、孤独等消极

情绪，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1]。在这一背景下，

结合大学生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以及心理障碍，采用心理干预的

方式，对大学社会实践能力、心理障碍等进行分析，采用有效的方

式进行心理干预，培养大学生面对困难的勇气，提高大学生的理智

思考问题的能力，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个人发展水

平。 

1.大学生心理危机类别与影响 

学习压力危机，大学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降低了大学生的学

习紧张感，沉溺于网络、游戏中，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与个人发展

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2]。 

人际关系危机，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差异比较大，成长经历相对

比较安逸，面对陌生的人际关系，会出现猜疑、自行惭秽等不良情

绪。与此同时，部分大学生沉迷于游戏世界、网络聊天过程虚构的

人际关系中，对大学生现实中的正常情感、心理情况等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在网络视角下，部分大学生脱离现实社会，现实中的人际

交流与沟通能力比较弱，且缺少信任感，愈加的依赖网络世界，导

致部分大学生出现自闭、抑郁等情况[3]。 

情感困扰危机，大学阶段学生的情感变化比较明显，面对爱情

缺乏理智的思考，极容易出现心理不平衡的情况，对大学生的生活、

工作、情绪、行为等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恋爱问题对大学生的人生

规划、工作能力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性格比较冲动，

且在感情方面不善于表达，虽然学校采用禁止的方式约束大学生的

感情新闻给，但是，并不能有效的解决大学生的情感问题。就业心

理困境危机，社会实践能力是学生就业的核心技能，在激烈的岗位

竞争下，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出现了变化。一方面，职业需求以及社

会人才需求的认识不足，大学生的个人自我定位过高，导致部分大

学生无法对当前就业形势有理性的看待，导致出现不满、烦闷、气

愤等不良情绪。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缺少语言技巧以

及竞争能力、专业素养，导致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仍然处于不利

地位，心理情绪不稳定，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4]。 

2.心理干预在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主要手段 

2.1 思想分析 

为锻炼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心理

干预工作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以观察学生的个人动态为前提，结

合学生的性格特点，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等进行引导，通过大学生

的综合能力训练与培养，可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与此同时，在

大学生社会实践训练中，可通过送爱心、下乡、科技扶贫等多种社

会性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关注社会事件，并逐步提高学生的行为

分析能力以及实践能力。通过组织学生进行科技发明比赛、社会调

研等活动，促使学生具有独立精神、改革观念以及实践技能。与此

同时，还可以通过开展夏令营、旅行活动等，培养大学生坚强的意

识以及竞争观念、互助精神。组织学生参与军训以及体育竞赛等相

关项目，并开展勤工俭学、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等相关的教育活动，

对提高心理干预的综合发展水平方面有促进作用[5]。“吾日三省吾

身”视角下，尝试引导并鼓励大学生对自身问题、行为、思维变化

等进行审视，可在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视角下，帮助学生分

析事情的本质，并改变自身的处理方式，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对观念以及行动进行分析，并对事

情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总结，加深自我认识，提高大学生的自我反

思水平。因此，以合理的理论为依据，深刻的了解自己，体现自我

学习的最高境界。 

2.1 心理引导 

利用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大学生了解个人发展需求，并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以及个人发展

水平等方面有促进作用。社会生活中会出现不平等的情况，所以，

大学生可结合自身的个性特征、个人发展需求与人生规划，调整个

人观念，通过个人能力训练与思维引导，实现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提升。以此为依据，对大学生的品质素养进行培养，提高大学生的

综合能力[6]。大学生心理干预工作的开展，还需要从朋辈教育的角

度，以陶行知教育理论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大学生建立良

好的朋辈关系，并通过思维训练以及团体活动等方式，逐步减轻大

学生的心理负担，以朋友圈，提高大学生的安全感，针对性的开展

心理疏导以及朋辈互助等教育工作，帮助大学生通过正确的心理疏

导进行调节，提高大学生的调节能力，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8]。 

2.3 实践引导 

通过集体活动的开展，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进

行训练，在团队协作训练的视角下，拓展学生的思维，鼓励学生正

面面对社会实践与问题。教师在利用集体活动对 大学生的思维、

行为等进行引导的过程中，通过了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肯定大学

生自身的优点，帮助大学生消除自卑、自惭、孤独等消极情绪，对

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有积极作用。组织开展优良风尚等活动，构成

团结上进的学习气氛，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潜力，突破自我。因此，

大学开展心理干预教育的过程中，考虑到大学生的宿舍生活、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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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等，重点关注大学生的内在需求以及个人行为变化，在此基础

上，可通过宿舍文化，以校园组织集体活动的方式，关注学生的心

理活动变化，如果大学生存在心理障碍，则需要对学生精神思想方

面进行引导，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7]。 

帮助大学生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自身的状况，解决问题，并实

现个人的既定目标。自信心是提高大学生个人社会实践能力的关

键，所以，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短板，对社会实践过程、思想观念等

进行综合分析，并建立具体的心理干预策略，可实现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水平提升。 

3.心理干预在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的实践策略 

3.1 建立“三个到位”支撑体系 

心理干预是以“曲线救国”为基本思想，帮助大学生摆正思想

观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心理、思想、行为三个角度，对大学

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进行锻炼，从班级及宿舍层面，开展思想教育工

作，从校园层面，开展社会实践性活动，从社会方面，以校企合作

的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行为、思想观念等进行引导，可实现大

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抗压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多角度建立心理干

预机制，侧重点是从心理辅导、教育机制搭建的角度，对大学生的

社会实践活动体验、心理障碍的引导等进行综合培养，通过社会实

践活动与心理教育工作的融合，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心理

干预的支撑体系是从大学生心理教育的角度，开展专项的心理教育

活动，并将心理教育落实到社会实践教学中，可实现大学的社会实

践能力提升。 

3.2 建立“三项制度”，落实心理干预工作 

建立校园、学院、班集体、宿舍结合的心理健康监督、干扰体

系，并对心理干预的各个环节紧密的联系到一起，互相交流，形成

完整的心理预防工作系统。第一，提高师生之间的交通沟通水平，

通过校园文化活动，对校园、校医院、心理辅导老师之间的交流信

息进行总结，以此保证心理健康辅导工作的顺序开展。第二，成立

信息上报制度，结合心理干预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生的心理异常情

况进行上报与处理，发现大学生的异常心态后，及时诊断、干预与

治疗。第三，建立心理干预制度，重点对心理干预过程、心理教育

方式等方式进行优化，在教育拓展与心理干预的基础上，对大学生

的社会实践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方面进行重点培养，对大学生的

个人行为、社会交流、个人发展等进行综合培养，提高心理干预在

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的应用效果。 

3.3 培养“三支队伍” 

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与大学生心理干预工作的结合，对帮助大学

生了解、认识社会有促进作用。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大学生

的自身行为、观念等进行调整，帮助大学生分析社会环境的变化，

并在环境适应的视角下，逐步提高个人发展水平，通过社会实践与

能力训练，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水平。心理健康的培养，则需要

在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基础上，考虑学生心理特征的差异性，转

变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心理干预机制。例如，建立针

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调查队伍、心理干预队伍以及监督队伍，利用

信息平台，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进行实时跟踪，了解大学生在社会

实践中的实际情。 

积极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过程中，建立心理咨询团队、学生会

心理辅导组、班集体心理委员会等，将专业的心理干预与大学生的

日常生活、学习、社会实践联系到一起，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辅

导效果。心理咨询团队是以专业成员构成，针对大学生整体的社会

实践能力、个人发展等进行统筹管理，并对大型、专业的心理咨询

活动进行策划与落实，定期开展专业的心理辅导讲座、社会实践活

动等，提高大学生心理干预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学生会心理辅导会

则是以学生会为主导，对大学生的心理动态变化、社会实践需求、

个人发展等进行信息采集与整理，并通过心理教育工作的开展，提

高学生会在心理教育中的地位与价值。班集体心理委员会则是在社

会实践的目标下，对大学生的心理干预活动进行组织与通报，提高

心理干预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执行力。三个体系建立联动机制，并建

立协同交流机制，并提高社会实践能力训练的综合水平。 

3.4 社会实践与心理干预的融合 

在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过程中，以心理干预为核心手段，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并将社会实践与心理健康知识结合在一起，针对大

学生的情感观、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等进行引导，将社会实践

与心理干预融合在一起，通过校园组织培训、网络互动等方式，帮

助大学生解决自身的情感危机、朋友关系、团队协作等问题，达到

社会实践训练的目的。考虑到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过程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所以，以德育教育为基础，以情感进行疏导，建立双向沟通

机制，对情绪表达以及教育过程等进行完善，提高心理干预在大学

生社会实践能力中的培养水平提升。教师本身的特点以及情感对大

学生的行为、思想以及情感等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帮助学生树立

明确的行为目标，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 

结论 

心理干预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大学生

的个人行为、思想观念、处世态度等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

对大学生进行培养与教育的过程中，以心理调节的方式，促进大学

生健康发展，并重视心理干预与社会实践的融合，在社会实践中，

对心理干预过程进行完善，鼓励学生勇于探索与创新，对校园资源

进行整合，提高心理干预的综合发展水平。在心理干预视角下，根

据学生在社会实践方面的综合表现，对社会实践过程、实践方式等

进行调整，可在组织专业而培训、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进一步提

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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