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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形式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于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高校要明确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结合时代背景和高职

院校学生的发展特征、学生认知规律、高职院校教学资源等,更好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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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ar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forms and the market economy, society has increasingly paid higher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Universities should clarify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textu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tudents' cognitive patterns, and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vailable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trive to better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Mental Health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urrent Status 

 

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

谐发展的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当今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越

来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成为

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大学生因心理问题休学、退学,

甚至一些反常或恶性的层出不穷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着

我们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育

形式,是高等教育学校的重要类型,担负着为社会培养面向生

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专门人才

的使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输送高级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建设体系有待调整 

近年来,高校对于学生心理健康给予越来越高度的重视,各

学校从制度建设、领导机构、工作场地以及专兼职人员配备等

方面做了相关要求,二级学院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探索构

建完善的学生心理健康组织机构,探索建设覆盖全员的有效联

动机制,以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 

拥有完善的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是高校顺利开展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的前提。作者所在学校已经初步建立起相对较为完善的

体系结构,学生工作处和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相互联动配合,调动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二级学院辅导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长

以及朋辈心理辅导相关同学等多方面因素,将心理健康工作深

入到各班、各宿舍以及各个学生,同时结合各个班级心理委员、

年级辅导员以及班主任反馈的《心理健康晴雨表》、《心理危机

预警对象统计表》和访谈记录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掌握学

生的心理状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保障学校各项工作平稳顺利进行。 

2 心理健康工作队伍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国家对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高度重视,从全国到地方颁布

了多项文件,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了十分明确

的要求。2021年教育部卫生部颁布《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3 

Modern Education Forum 

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

政[2021]1号)、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又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教思政厅[2021]1

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教

思政厅[2021]5号)等,从多个角度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提出了具体而细致的工作要求。 

 

图1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 

目前的高职院校,学生数量越来越多,招生来源也越来越多

元,加上后疫情时代背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日趋复杂化,

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心理健康工作教师的工作难度。对

于不少高等院校,二级学院负责心理模块的辅导员作为心理健

康工作的中坚力量,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实

施人,主要职责是利用相关的专业知识背景对二级学院学生进

行甄别,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及时发现学生问题,并与学校心理健

康中心老师对接,评估学生情况,熟练应用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

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促进大学生心

理健康、实现大学生心理和谐以引导学生“助人自助”。这就要

求辅导员除了对学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外,还要对心理学相

关的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并且要结合自己在工作

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学生管理的相关经验,这样才能更好更准

确地对学生进行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和引导,以更好地帮助学

生解决问题,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队伍就人员的专业配备来说,学校心理

健康中心工作的老师大多数是心理健康相关专业毕业或者接受

过相关的培训与辅导,而由于大部分辅导员并非心理学专业出

身,大多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平时相关培训较少,理论知识不

足,因此在对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无法运用心理学知识

和技巧。二级学院负责心理健康工作的辅导员因此在工作开展

过程中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实际上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性要

求又比较高,因此对于从事或者负责心理健康工作的教师团队

的专业素养就有了更高的标准。定期对心理健康工作的老师进

行培训,不仅能够提高老师们工作的专业性和安全性,同时能够

在培训交流时进行经验分享和案例督导等,更能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老师们缓解或者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提高教师们的心理

素质、工作效率和相关工作经验。因此制定相关培训的制度和

方案就很有必要。 

3 心理健康工作队伍释压途径有待创新 

学生工作无小事。辅导员作为二级学院负责心理健康工作

的主要人群,在工作过程中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责任,这

些心理压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作和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辅

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学生事务性工作较多较繁杂,这本就占据了

辅导员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若有学生出现心理问题需要处

理,辅导员要协调家长、征求咨询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专业人

员的意见以及处理学生问题,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若处理事情过程中遇到学生家长不配合学校工作或者消极对待

的话,情况就更加棘手了。因此,在心理健康工作队伍中开展相

应的释压活动或相关培训很有必要。 

实际上,现在有不少院校心理咨询中心建设已经相对较为

完善,建立心理咨询室、宣泄室、功能室、室内素质拓展基地以

及室外素质拓展基地等场所,如果能够充分运用,能够有效帮助

学生和相关老师缓解心理问题。同时从相关研究中也可发现,

对于辅导员来说,关注采取措施保护辅导员身心健康、科学合理

的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辅导员的压力。 

4 心理健康问题学生比例有上升趋势 

新生入学时的心理筛查是新生辅导员以及学校掌握新生心

理状态的一种有效方法,结合新生心理筛查数据可以更加全面

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同时能够完善学生心理档案,提高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及时识别学生心理危机,

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每年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织新生入学报到之后、军训

期间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工作。学校心理健康中心对普查数据进行

整理和分析,组织二级学院负责心理健康工作模块的辅导员教师,

共同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对于有问题预警的学生辅导员老师

与班主任、任课老师积极沟通,依据预警级别进行访谈评估和干

预,最大限度地加强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以减少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也会结合团

体辅导、心聆驿站以及朋辈辅导、心理健康活动月等形式有针对

性地开展后续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筑牢心

灵防线,更好地发挥心理健康筛查的作用,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从近几年新生入学心理筛查数据来看,学生产生心理问题

的比例有上升趋势(表1),同时从筛查项目和团体类型分布情况

来看(表2),严重症状的比例也稍有上升,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

一部分学生因为大学刚入学存在适应性问题,加上军训较苦较

累,与暑假生活形成强烈反差所导致的短期情绪低沉、心情不好

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校和二级学院敲响了警钟,对于

预警的学生一定要进行访谈,确定学生预警的原因,是短期的还

是长期的,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定期随访,对于预警情况较为严重

的,则要高度重视,必要时在心理健康中心备案,并与心理健康

中心老师沟通,与学生家长、班级干部以及舍友取得联系,全面

详细地了解学生的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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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几年筛查数据对比 

年份 测评人数 预警人数 预警比例

2023年 609 157 25.78%

2022年 602 126 20.93%

2021年 453 98 21.63%

2020年 382 51 13.35%

2019年 386 45 11.66%

2018年 348 40 11.49%

2017年 212 17 8.02%

 

表2 2022年和2023年筛查部分项目数值对比 

项目 数值

年份

2022年 2023年

抑郁情绪

平均数 1.695 1.717

标准差 0.715 0.742

方差 0.511 0.551

中位数 1.46 1.46

最大值 4.69 4.62

最小值 1 1

焦虑情绪

平均数 1.636 1.662

标准差 0.675 0.71

方差 0.456 0.504

中位数 1.4 1.4

最大值 4.8 4.4

最小值 1 1

 

5 心理健康工作应急响应速度有待提高 

学生心理健康是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的重要因素。根据2021

年教育部卫生部颁布《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21]1

号)、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教思政厅[2021]1号)以及《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教思政厅[2021]5

号)等相关文件,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增强心

理健康工作的主动性很有必要。 

一旦出现心理危机应急事件,学校学生工作处、二级学院和

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能够积极响应,相互配合联动采取有效措施,

二级学院辅导员和心理健康工作教师应具备采取紧急措施帮助

危机者从心理上解除迫在眉睫的危机,使其症状得到一定程度

上的缓解或者消失,心理功能能够尽快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以预

防将来严重的心理危机的发生,维持学校安全稳定,保障教学工

作顺利进行。 

事件处理之后,要有危机干预后的后期跟踪和随访,对于事

件中的学生,应安排班级学生干部、心理委员、室友等对其密切

监护,制定可能发生危机的应急预案,随时预防该生心理状况的

恶化。辅导员和心理咨询中心应对他们保持密切的关注并对其

进行定期跟踪咨询及风险评估。  

综上所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高职院校中显得尤为

重要,它不仅关乎学生的个人成长,更关系到整个学校的安全与

稳定。通过以某高职院校一二级学院为例的分析,我们发现心理

健康工作队伍建设、队伍专业水平、释压途径、心理问题学生

比例以及应急响应速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挑战。因此,高校需

要进一步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专业水平,

创新释压途径,并密切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同时,加

强应急响应机制建设,确保在心理危机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

效地采取措施,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安全。通过这些努力,我

们才能够更好地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学

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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