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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朋辈心理辅导是高等院校心理咨询服务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

益补充，可提高校心理工作的效率，营造良好心理氛围。国内研究已证

实朋辈心理辅导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有效性。目前广泛存在的工作模式有

班级心理委员模式、实习心理咨询员模式及心理健康类社团模式。朋辈

心理辅导在实际应用中，存在选拔标准不规范、人员不稳定、影响力度

不大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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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辈心理辅导由心理学家马歇尔夫提出，是指“非专业心理
工作者经过选拔、培训和家督，向寻求帮助的年龄相当的受助者
提供具有心理咨询功能的人际帮助的过程”。其理论依据是人本
主义心理学和社会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良好心理氛围
的重要性，认为无条件支持与尊重的心理氛围能使求助者深化自
我认识、发现自我潜能并且回归本我，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改变
适应不良行为，矫正心理问题。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多数行
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及结果而学得的，并且强调重视榜样的
作用，人获得何种行为以及行为的表现如何，有赖于榜样的作用。
因此，朋辈心理辅导可营造良好心理氛围，也可提供同龄人的榜
样示范。 

有研究调查显示，大学生如果遇到心理上的困扰，79%会选
择向知心朋友和同学求助，9%会选择向家人求助，7%会选择向
老师求助[1]。这说明在高等院校朋辈心理辅导是必要的。近年来，
朋辈心理辅导已被引入我国高等院校，并逐渐成为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的主要补充和延伸。 

一、国内关于朋辈心理辅导有效性的应用研究 
自朋辈心理辅导被引入我国高校以来，研究者们围绕朋辈心

理辅导在实际工作中的效果展开了研究。花蕊（2018）在研究中
发现，根据不同受助需求，运用相应辅导方案，朋辈心理辅导可
以显著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2]。陈娟，张兴瑜等（2014）验
证了朋辈团体心理辅导能降低社交焦虑和抑郁水平，提高自尊水
平，具有改善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重要作用[3]。朱美燕（2010）认
为朋辈心理辅导员在校园危机干预中充当重要角色，是危机干预
知识的宣传员、危机预警的信息传递员、危机化解的咨询员和危
机后干预的支持员[4]。唐忠林（2018）指出，朋辈心理辅导在提
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与影响[5]。 

这些研究表明，朋辈心理辅导在大学生情绪管理、人格发展、
人际交往、危机预防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将朋辈心理辅导广
泛引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际工作中是有一定实证基础的。 

二、高等院校朋辈心理辅导的现有工作模式 
1.班级心理委员模式 
班级心理委员是学生干部中的一员，是在班级中专门负责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班委会成员。心理委员在开展班级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时，既要面向全体同学，也要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给予关怀、敏锐观察、危机排查、提供帮助与
指导、开展活动，营造良好的班级心理氛围，在高校班级建设与
学风建设工作中也起到一定作用。张明，魏义梅（2013）将班级
心理委员准确定位为四个角色：班级同学的知心伙伴、班级同学
的心理观察员、学生与老师的心理信息传递员以及班级心理活动
的组织者[1]。班级心理委员模式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有效预防
危机、提高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影响力

不够，不被同学信任等局限。 
2.实习心理咨询员模式 
实习心理咨询员，是指在一些设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鼓励

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在本校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或做勤工助学兼职
岗位，为本校同学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如北京师范大学开展
的“雪绒花”大学生心理服务项目。实习心理咨询员承担的工作
有咨询热线、知心信箱、朋辈团体辅导等。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一方面，学生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帮助本校学生解决
困扰。另一方面，他们将本校心理咨询中心作为实习基地，是专
业教学工作中实践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说，实习心理咨询员在
现有朋辈心理辅导工作模式中，是最体现专业性的一种模式，也
是心理健康教育与专业教学共赢的一种方式。这种模式的缺点是
不具有普遍推广性，有些高校没有心理学相关专业，则无法采用
这种工作模式。 

3.心理健康类学生社团模式 
除心理委员、实习心理咨询员两种模式外，常见的还有一种

朋辈辅导模式，即以学生自身兴趣为出发点自发组织的一些心理
健康类学生社团、协会等，如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心理社团联
合会等。他们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大型心理健康活动，宣传心理健
康常识，组织拓展训练等。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成员完全出
于自身兴趣而投入工作，积极性较高，擅于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活动开展工作，比较容易受到学生群体的欢迎与关注。但同时也
存在一些缺点与局限，由于学生社团很难有专业教师的指导，因
此其工作质量与专业性难以保证。 

三、高等院校朋辈心理辅导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影响力度不够，开展工作不深入 
无论对于哪种工作模式，都存在朋辈心理辅导员在学生群体

中的影响力度不够大的问题。在一个班级中，班长、团支书在学
生群体中更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一个院系或一所高校，社
会实践类和爱好特长类的社团更受瞩目。而心理委员或心理健康
类社团，在学生群体中似乎影响力度和号召力有限，因此经常出
现朋辈心理辅导员开展的活动或工作难以深入。相应地，受同学
们积极性与参与度不高的影响，朋辈心理辅导员的工作热情随之
消减，最终出现运行不畅效果不良的局面。 

因此，这需要学校健全体制，使全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成
为体系，增强朋辈心理辅导队伍成员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有全
校形成一种重视心理健康的校园氛围，才能使得朋辈心理辅导工
作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切实开展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辅导
工作。 

2.选拔标准不统一，人员队伍不稳定 
目前许多高校选拔朋辈辅导队伍主要依赖招募、自愿报名的

形式进行组建，组建过程缺乏统一、可操作的选拔标准，选拔出
的人员在从事辅导工作方面的能力与水平稂莠不齐，整体水平偏
低。另外，无论是心理委员、朋辈咨询员，还是心理健康类社团，
基本上一年就要重新选拔换届，队伍人员不稳定。由于心理健康
教育与心理辅导工作，需要一定经验积累才能有所提高，因此朋
辈辅导队伍应尽量保证相对稳定，这有利于提高朋辈心理辅导的
专业水平。 
因此，针对选拔标准不一、人员不稳定这一问题，必须针对不同
工作模式制定严格、统一标准，包含基本素养、专业潜质、身心
健康等维度的指标，以供各院系、班级、学生组织在选拔人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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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参照。在实际工作中，应适当采取激励机制，关注朋辈心理
辅导员的自身成长，充分调动其内在动机与兴趣，让其感到自身
工作对己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确保这支队伍的相对稳定。 

3.专业指导不配套，服务水平欠佳 
由于人手问题，许多高校未能对朋辈心理辅导员进行专业的

督导工作，这导致大多数高校朋辈心理辅导的水平一直得不到有
效提高：班级心理委员的工作流于形式，实习心理咨询员的咨询
服务效果不佳，心理健康类社团开展的活动不能体现心理帮扶和
教育意义。 

因此，无论哪种朋辈心理辅导模式，要制定统一的制度大纲
或工作手册作为指导性文件，让从事朋辈心理辅导工作的学生队
伍有章可循，有目的、有规范地开展工作与活动。另外，形成定
期的有规律的督导制度是很有必要的。督导可以由学校心理咨询
中心的专职老师提供，也可以由心理学系的专业老师提供，就工
作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探讨，得到专业老师的指导与点拨，逐步提
升专业服务能力，促其快速成长，打造一支业务能力强、工作效
率高的朋辈心理辅导队伍。 

综上所述，朋辈心理辅导在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具
有一定有效性，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工作模式：班级心理委员模式、
实习心理咨询员模式及心理健康类社团模式，每种模式各有裨
益。在实际工作中，朋辈心理辅导存在影响力度不够、选拔标准
不统一、专业指导不配套等问题。对于此，高校应该建立健全心
理工作的体制体系，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定统一规范的选
拔标准与指标，适当采取激励机制，加强专业指导与督导，切实

加强朋辈心理辅导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朋辈心理辅导工作，使其
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抓手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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