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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对于大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其一方面要努力完成自

己的学业，另一方面要为就业或升学付出大量的时间与

精力，这些事情都会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特别

是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学生的心灵普遍变得有些封闭，

所接触到的不良信息数目也在剧增，从而加剧了学生的

心理健康问题 [1]。基于此，辅导员要切实负起责任，落

实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疏导负面思绪，帮学生排解心

理问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一、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刍议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作者简介：尚岩（1990.11—），性别：女，民族：汉，

籍贯：黑龙江省大庆市，单位：绥化学院，学历：研究

生，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思政。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患有轻微的社交恐惧症。详

细来说，就是不敢与人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在人流量较

大的公共场所中会感到紧张，神态不自然，更愿意沉浸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或自我中。如果这一心理状态长期

维持下去，人就会渐渐变得自闭。其次，不少大学生都

因为就业而产生精神焦虑，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在

工作与爱好的心理矛盾中挣扎不堪，心理问题也因此日

趋严重。最后，不少大学生都缺乏清醒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从众心理极为明显，听风是雨，犹如羊群。这样的

精神思想和心理状态会让大学生失去自我，进而失去个

人价值，变得越来越茫然，丢失人生的意义。这些心理

问题都亟待解决 [2]。

二、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第一，保证教育的及时性。对于大学生而而言，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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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是大学期间和自己相处时间较长的一位老师，相应

的，辅导员对于学生的整体情况也最为了解。若学生出

现了一些生活或者学习上的困难，首先也是想到寻求辅

导员的帮助。在这种条件下，辅导员就能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如果学生有一些思想困惑、心

理困惑等，辅导员也是最先知晓的。这样一来，就能及

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让心理健康教育更加及时。而且，

辅导员还可以在平时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多观察，

及时发现学生潜在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苗头，提前预测。

例如某位学生突然出现了情绪不稳定或者比较沮丧的情

况，辅导员应根据他最近的学习生活情况，提前预测他

可能会存在何种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学习方面，学习焦

虑就是一个典型问题。一旦发现某位学生成绩忽上忽下，

就要提前预判，找他谈话，帮助他纾解心结，调整学习

状态，这样就能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的学习焦虑这一心

理健康问题。

第二，保证教育的针对性。辅导员和学生接触的时

间比较长，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在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时，更容易做到有针对性，即针对每一位学生

的实际问题做具体分析，而不是只在整个班级或者同专

业中开展大型心理健康教育讲座或者课程 [3]。很多学生

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比较抵触，就是由于这种比较宽泛的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范围太广，内容太多，失去了重点自

然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辅导员可以通过了解每

一位学生的实际情况，由他们自己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入手，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更

像是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而“量身定制”的，能满足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也会让这一教育的

成效更好。

三、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十分重要，但最终还是要

落实到具体教育中，本文提出以下几条教育策略。

1. 重视以人为本，满足学生的心灵需求

在开展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辅导员不能将工作

重点仅仅聚焦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还要注重学生的心

理健康，要秉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少辅导员在管

理学生的时候都太过于关注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或者

是学生的考勤、学习态度和表面上的生活作风等 [4]。诚

然，这些都理应是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但是，

辅导员还应当把心理健康教育也视作一项重点。当代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越来越突显，而心理问题会侵

蚀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会损害学生的身体健康，会对学

生的人格造成不容小觑的恶性影响。

基于上述内容，可见辅导员应当首先转变传统的教

学理念，将学业成绩的重要性适当地降低一些，而多多

去关注学生的心灵需求，时常去慰问学生的学习生活、

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和思想状态，

从而分析判断出学生的心理是否健康，找出其心理问题

的诱因是什么，继而去科学地开导学生，逐步解决学生

的心理问题，使学生的大部分心灵诉求都能够得到及时

的满足，确保学生的心理能够在健康的状态下成长。

2. 尊重学生隐私，创建心理健康辅导渠道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辅导员所必须谨记

的一点是尊重并保护学生的隐私。心理健康教育一般可

以分为公开的和私密的。公开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辅

导员讲，学生听，也就是辅导员给学生阐述一些关于心

理健康的理论，这一过程的学术性和说教意味较强，学

生也往往不会当众诉说其内心的情感与思想。私密的心

理健康教育则不然。这一过程主要是学生讲，辅导员听。

这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建立在学生充分信任辅导员的基

础上，也即是说，学生相信辅导员不会把自己的隐私泄

露出去，就好比是心理咨询师或律师严格遵循职业道德

准则一样。如果辅导员没有做到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隐

私，将学生的心理状态或个人经历泄露了出去，或者将

其用作了教学素材，那么学生的权益就会受到侵犯，学

生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也不再会寻求辅导员的帮助。

基于上述内容，可见辅导员必须要时刻谨记尊重学

生的隐私，并对其予以保护。为此，辅导员还可以为学

生创建心理健康辅导渠道。比方说，辅导员可以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在班级内搭建一个线上心理健康辅导平台，

学生可以匿名向辅导员发起心理咨询 [5]。在具体的身份

被隐藏之后，学生的安全感就会大大上升，学生在向辅

导员诉说心理问题的过程中就不用过于担心自己的隐私

会遭到泄露，对辅导员的信任度就会上升，其诉说的内

容也将更加详尽和深入，辅导员就能够更加精准地为学

生提供心理疏导服务，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心理

问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3. 加强心理服务，提高心理教育的针对性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辅导员还需要注重

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满足学生的个人心灵诉求。辅导

员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每个学生的成长经历、家庭环

境和精神思想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这就导致其心理

问题也必然存在差异。辅导员不能简单地将学生视作统

一体，笼统地讲述心理健康方面的理论，这样会导致心

理健康教育逐渐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效用。辅导员

要积极地走入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具体心理状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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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方案，从而强化心理健康

教育的实际效果。

具体而言，辅导员可以加强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交流，

获悉学生与其亲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从而更全面地去了

解学生的心理状况，从家庭的角度去判断学生潜在的或

暴露的心理问题，继而更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制定解决对

策，促进其心理健康。另外，辅导员还应当增进与学生

之间的感情，试着以朋友的身份去与学生相处，在小事

上多为学生着想，获取学生的信任，让学生能够在自己

面前放心地将心理困惑表达出来，从而更深入地获悉学

生的心理问题，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4. 开展校园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在结合学生管理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辅

导员可以经常开展一些校园活动，以此来强化心理健康

教育的效果 [6]。不少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

理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出在其生活方式过于封闭，

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难以自拔，与现实中的人的交

流频率过低，这就使得学生的思想渐渐脱离于生活实际，

其心灵也将因此变得越来越闭塞，慢慢地就会不敢与人

交流，陷入自我封闭的困境，从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

为此，辅导员就有必要经常开展一些校园线下活动，让

学生广泛地参与其中，促进其相互之间的交流，帮助学

生投入到现实生活当中，从而打开学生心灵的枷锁，帮

助学生释放自我，继而促进其心理健康。

比方说，辅导员可以在春季学期组织一次郊游，带

领班上的学生去野外游玩二三天，让学生亲近大自然，

在大自然的曼妙奇美中陶冶情操，舒缓身心。在郊游期

间，辅导员可以让学生在安全的前提下自行组织丰富的

游戏活动，帮助学生回归孩子的本性，在郊外恣情地玩

耍，释放负面情绪，从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再比如，

辅导员还可以在校园内组织一场有奖竞赛活动，吸引学

生踊跃参加。竞赛题目应当以心理健康为主题，形式上

则可以尽可能地多样化、趣味化，要能够迎合学生的兴

趣偏好，从而使学生在娱乐的同时能够间接地接受心理

健康教育，促进其心理健康。

5. 提高辅导员素质，为学生提供优质心理服务

为了能够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学校还应当

提高辅导员的专业素养水平，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心

理服务 [7]。不少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都不够专业，

在理论上缺乏精深的见解，在实践上缺乏丰富的经验。

在这种状况下，心理健康教育是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的。

为此，高校必须要对辅导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在心理健

康教育上的专业素养。一方面，高校要加强理论层面上

的指导，给辅导员讲解心理学、精神学和教育学上的相

关论述，提高辅导员的理论认知。另一方面，高校要从

实践层面提高辅导员的能力，指导辅导员去以专业的、科

学的方法展开心理健康教育，并对辅导员的教育成果进行

评价，构建激励机制，督促辅导员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进

步。唯有这样，学生所接受的心理服务质量才能逐渐提

升，其心理问题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解决。

四、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首先，学生的人格将更加健全。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是与其人格息息相关的，如果负面思绪始终积压在心里，

其人格也会渐渐变得残缺。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的

心理问题就可以及时得到疏导，其人格也就更加健全。

其次，学生的精神面貌将更加良好。在心理问题得到纾

解之后，学生的焦虑、紧张和郁闷情结也都会渐渐打开，

从而使其更加朝气蓬勃。最后，学生在接受心理健康教

育的过程中，会越来越自信，其价值观和人生观会越来

越清晰，有利于学生形成奋斗精神和坚定信念，推动其

全面发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辅导员不应当将工作重点仅仅放在学习

成绩和生活作风上，还应当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予以足够

的关注。不少大学生都存在或轻或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极其不利。为此，辅导员应当重视

以人为本，满足学生的心灵需求，尊重学生隐私，创建

心理健康辅导渠道，加强心理服务，提高心理教育的针

对性，开展校园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学校也应

当提高辅导员素质，为学生提供优质心理服务，从而大

大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培养更多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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