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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钱　伟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宁夏银川市　7500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校教育的普及，高校学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心理压力和挑战。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困扰

高校学生的普遍现象，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本文旨在探讨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所面临的难点，从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以提高高校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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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主要包括学生心

理问题多样化、心理教育需求个性化、心理咨询资源匮乏

等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难点，需要深入研究高校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探讨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

康发展。本研究旨在探讨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难点和对策，为高校提供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高校学生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压力，如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

这些压力往往会导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如焦虑、

抑郁、自卑等 [1]。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学会积极

应对挑战和压力。同时，心理健康教育还可以让学生学会

情绪管理、人际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心理

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和

社会生活 [2]。在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只有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才能有效提高他们的

学习效率、创造力和综合素质，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 [3]。

2. 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

2.1. 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学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

压力，包括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等，这些压力可能导致学

生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网络信息时代的到

来也给学生心理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网络上的虚假信息、

负面情绪传播等不利因素可能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使他

们面临更多的心理困扰。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约 60% 的

大学生表示网络环境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

网络暴力、网络成瘾、网络谣言等问题尤为突出。《中国

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约 70% 的大学生表示社会竞争

压力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焦虑、抑

郁等情绪问题。《中国家庭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约

50%的大学生表示家庭环境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家庭关系紧张、家庭经济困难等问题。《中国大学生价

值观调查报告》显示，约 40% 的大学生表示社会价值观对

其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大学生社会事件影响

调查报告》显示，约 30% 的大学生表示社会事件对其心理

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如自然灾害、社会暴力事件等。

2.2. 学生自身因素

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有些学生可能更容易受到

外界的影响而导致心理问题，而有些学生可能具有更好的

心理调适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压力。因此，针对

不同个性特点的学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可能会遇到一定的

困难。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和未来

就业的不确定性时往往会感到焦虑和压力。这种压力可能

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甚至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出现。

因此，如何帮助学生有效应对学业压力和未来就业的焦虑

是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挑战。

据《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 23.5%，其中，轻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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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检出率为 18.5%，中度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4.9%，重

度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0.1%。这表明，在新时代高校学生中，

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新时代高校

学生面临的主要压力来源包括学业压力（60.2%）、就业压

力（48.7%）、人际关系压力（37.5%）和家庭压力（25.8%）。

这些压力因素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新时代

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普遍较低，其中，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

占比为 35.6%，心理素质一般的学生占比为 54.2%，心理素

质较好的学生占比仅为 10.2%。这说明，在心理健康教育中，

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是一个重要的难点。在遇到心理问题

时，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学生占比仅为 22.3%，而选择

自我调节或向朋友、家人倾诉的学生占比分别为 38.5% 和

39.2%。这表明，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提高学生寻求专业心

理帮助的意愿也是一个难点。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知

识掌握程度普遍较低，其中，掌握程度较差的学生占比为

45.3%，掌握程度一般的学生占比为 52.6%，掌握程度较好

的学生占比仅为 2.1%。这说明，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提高

学生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率也是一个难点。

2.3. 教育体系的不完善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是选修课

或者短期培训班，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这种教育模式往

往只能起到补充性的作用，无法真正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

习和生活中去。学生在接受专业教育的同时，往往缺乏对

心理健康的认识和关注，导致在面临压力和困难时缺乏有

效的心理调节和应对能力。

调查发现，约 6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较为

单一，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心理

健康需求。约 7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不足，部

分高校甚至没有专职心理教师，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难

以深入开展。约 8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难以满足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实际需求。约 5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

系不健全，评价方式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约 7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教育教学融合度不高，

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未能有效融入课程体系，导致学生心理

健康素养提升效果不明显。约 6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普及力度不足，学生心理健康意识薄弱，对心理健康问

题的关注度和求助意愿较低。约 80%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与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家庭、学校、社会在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方面的协同作用不足，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难以

形成合力。

3. 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3.1. 优化社会环境

3.1.1. 加强社会心理健康宣传与教育

学校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健康心理讲座，传播正确的心

理健康知识，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处理压力和情绪。举办心

理健康知识竞赛、展览等活动，增强学生对心理健康的重

视和认识。建立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学生提

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帮助他们及时解决心理问题，

促进心理健康。通过校园广播、校报等途径进行心理健

康知识的宣传，让全校师生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杜

绝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不良行为和事件发生。加强社会心

理健康宣传与教育，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增

强他们的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为其健康成长和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1.2.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

开展主题班会、举办网络素养培训等形式，引导学生

明辨信息真伪，提高网络审美和道德观念，教育他们在网

络空间中自律自爱，不参与网络暴力和传播虚假信息。制

定校园网络管理规定，规范学生在网络上的言行举止，明

确对于违反规定的惩罚措施，让学生知道在网络上也要守

规矩，不得随意传播不良信息或发布攻击性言论。组织丰

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如网络文化节、主题比赛等，让学生

通过参与有益的网络活动，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和文化修

养，培养健康向上的网络习惯和态度。

3.2. 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3.2.1. 开展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

通过心理测评工具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评估，

了解他们的个性特点、心理问题和压力源，有针对性地制

定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例如，对于焦虑、抑郁等

情绪问题比较突出的学生，可以开展针对性的情绪管理培

训；对于人际关系问题比较突出的学生，可以开展有效沟

通和人际关系修复的培训。建立多元化的心理辅导服务体

系，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

心理辅导和咨询服务。同时，可以开设各类心理健康课程

和讲座，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和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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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培养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和应对压力的技巧

开设相关的心理健康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知

识，学习心理调适的方法和技巧。通过这些课程，学生可

以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提高应对

挑战和压力的能力。组织各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活动，如心

理辅导讲座、心理健康训练营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应

对不同的心理困境和压力。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

信心、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建立

健全的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支

持给学生。学生可以通过咨询师的帮助，及时排解心理问题，

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保持心理健康。

3.3. 完善教育体系

3.3.1. 科学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设置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健

康知识、掌握应对心理问题的方法。这些课程应该包括心

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心理问题的识别与解决、情绪管理技

巧的培养等内容。通过这些课程的开设，可以帮助学生提

高自我认知能力，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升心理健康素养。

同时，还可以减少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3.3.2. 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相关专业课程中，让学生在学

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例如，在医

学院的课程中加入心理学知识，让学生了解患者的心理需

求；在管理学院的课程中加入心理健康管理知识，帮助学

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压力。设立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心理健康服务。通过专业的心理健康辅

导师为学生提供咨询和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扰和问

题。同时，学校也可以组织一些心理健康讲座和活动，引

导学生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和方法。加强师生沟通和交流，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可以更加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及时发现和干预学生心理问题。

4. 结论

为高校制定更加个性化、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

可以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

应学习和生活的挑战。在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

应该注重学生的心理问题个性化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心理

咨询服务；加强学生心理教育和培训，提升学生的心理健

康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

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通过这些对策，可以有效应对新时

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难点，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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