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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委员在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是一支重要力量，心理委员的素质和能力，关系着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最后一公里”的的效果。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受制于多种因素，心理委员队伍

存在着队伍凝聚力不高、培养不系统、效果不不彰显等问题。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分析了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委员培养工作的不足，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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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monitor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ork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psychological commissioners are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ast mil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ork.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specific work ，  the team of 

psychological monitors is constrain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low team cohesion， 

unsystematic training， and ineffective resul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and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training of psychological monito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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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委员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高校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的需要。但是作为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制度的建立不

能仅考虑工作的便捷与需要，更要考虑个人发展需求的满足和

终极教育目标的实现。为了能完成本职工作，对于心理委员的

素能就会有着相对高的要求，与一般同学相比，心理委员的素

质和能力必须更为卓越。“个人”既指向普通大学生，更是指

向心理委员。在调研过程中，有心理委员表示经常困扰于以下

的负面情绪：因无法帮助到同学而产生的挫败感；因专业知识

缺乏或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内疚感；因对工作职责的不解而出现

的焦虑感；因工作压力过大而产生的无能感；因工作不被他人

理解而伴随的孤独感等。心理委员制度自身的不足之处也逐渐

暴露，如岗位工作表面化、形式化，缺乏实质性深入；心理委

员专业性弱，班级同学对心理委员工作的不认同，甚至抱有怀

疑态度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名心理委员本身感

受到了归属感，才有可能关心关注他人，从而为他人营造机会，

引领同学们都感受到团结的力量。心理委员不仅是心理健康教

育的参与者，也是服务对象。因此，心理委员培养的首要目标

应该是心理委员的发展，其次才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发展和

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率降低。这三个目标的关系如下：心理委

员自身发展是先行基础目标，只有心理委员队伍素养提升，才

能实现后两个目标。一个心理委员若是发展的好，需要具备两

大胜任力，其一是进行班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方案制定，其

二是开展活动的能力。这类似于双轮驱动，既要会谋划，又能

去执行。 

一、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委员素能提升工作的不足之处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健全心

理危机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

级”预警防控体系，完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预案，做好对心理

危机学生的跟踪服务，注重做好特殊时期、重点环节的心理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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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心理委员工作队伍是四级体系中的不可或

缺的一环，作为朋辈心理辅导的重要力量，在学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升。目前，各高校普遍设立了心

理委员，对心理委员进行的培训主要围绕宣传和普及心理知

识、观察上报异常状况、协助老师处理问题、帮助同学消除困

扰、组织开展心理活动等方面。但在培训主体、培训内容和培

训形式三个方面存在待改进之处。 

（一）培训主体方面：重教师讲授，轻朋辈互助 

一般来说，心理委员培训一般是由教师主导，没有充分考

虑心理委员的个性化需求，忽视了心理委员群体中优秀成员老

带新、手拉手的互助作用。这样就导致了部分心理委员缺乏工

作积极性，不利于内生动力的产生。 

（二）培训内容方面：重知识学习，轻个人提升 

当前的培训偏重于心理学基础知识和心理咨询方法学习，

对于心理委员本身的个人成长关注不够，导致部分心理委员缺

少锻炼能力的机会，自我效能感不高，主动助人的意识和信心

有待加强。 

（三）培训形式方面：重集中培训，轻训后交流 

心理委员的培训主要是通过集中上课、专题讲座、团体辅

导的形式进行，成员在训后缺少师生、生生交流，导致心理委

员缺乏归属感，出现组织管理涣散、人员出现流失。 

二、高职院校心理委员素能提升工作中的问题应对

措施 

国内学者针对心理委员培养，提出了一些观点。乔杉，杜

晓彬（2022）开展了高校心理委员胜任力培养路径研究。陈梦

（2022）认为心理委员需要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让

自己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感受到自身成长，并成为一名合格的朋

辈心理工作者。李亚兰，付赵震等人（2021）从积极心理学的

视角构建了高校心理委员工作机制，葛洁洁（2021）以心理委

员的定位与工作职责为切入点，以培训心理委员工作能力为着

力点，分别从选拔、培训、评价和激励机制、岗位认同感四个

方面提出了提高心理委员工作能力的路径。王自华，王丽娟

（2021）认为需要提高心理委员的身份认同感，构建精准高效

的心理委员培训体系。 

结合心理委员培训中的实际问题，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出

发，可以从提供自主机会、促进胜任感产生、增加归属感三方

面入手，提升心理委员内部动机，满足心理委员的基本心理需

要，从而深层次心理委员解决工作主动性不强、自我评价不高、

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

︰当个体在环境中满足了自主、胜任和归属三种基本心理需要

时，就会体验到活动的意义感，增强或维持自主性动机，行为

就会更为持久，质量更高，最终产生更有效的行为结果，也增

进个体的身心健康。相反，当个体的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受到阻

碍时，就会体验到较强的被控制感，展现出较的控制性动机或

无动机，此时个体更加关注外在的结果，对行为结果和敬业水

平产生负面效应（Gagne&Deci，2005）。①自主感是指个体希

望在从事各种活动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主选择，同时

希望在活动中感到不受限制、对自我的行为和决策拥有选择的

权力；②胜任感是指个体需要在活动中体验到有能力完成该项

任务，或者说个人感觉自己能胜任或掌控工作；③归属感指个

体希望自己在所处的环境中能感受得到来自他人的关怀和爱，

感受到自己属于组织中的一员。 

（一）开展多类型学习辅导，增强心理委员成长自主感 

依托已有线上资源，指导心理委员自主学习线上理论知

识，如《朋辈咨询与辅导》《心理委员 MOOC》系列课程，涵盖

了心理健康的标准、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等重要理论内

容，共计 12 学时。开展心理沙龙活动，分设“沙盘游戏”“团

体辅导”“鼓圈辅导”“绘画辅导”“OH 卡辅导”“成长故事

汇”等专题，由心理委员根据个人意愿自主报名参与，结合自

身兴趣，在互动探究中进行学习，激发创新意识。 

采用团体游戏、心理沙盘等方式开展心理沙龙，心理委员

自主参加。由老心理委员与新心理委员进行“手牵手 结对子”，

相得益彰，共促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大学生常见心

理障碍案例分析、心理谈话基本技能、人际关系类问题的处理

指南、心理危机的预防、班级心理活动组织策划等多个方面能

力。 

（二）通过具体活动挖掘潜力，增强心理委员工作胜任感 

在心理普测工作中，组织心理委员积极参与，帮助本班同

学处理测量操作问题；在心理健康课程上，作为心理教师的“小

助教”，组织本班同学开展课堂互动活动。 

按照“人须在事上磨”的理念，让心理委员不断增强责任

心、感受使命感。心理健康课堂上，由心理委员组织教学展示

环节，锻炼能力，活跃课堂。在课后活动中，心理委员轮流上

台讲解心理知识，进行深度学习。追求“积小胜为大胜”的变

化.，开展“一人一活动”，让心理委员走出舒适区，亲自做

一事。按照“从跟学到带学”的路径，鼓励心理委员学习易学

好用的心理活动操作流程，从参加活动、辅助活动，到带领活

动，逐步成长，这个阶段心理委员自主把握，循序渐进，不断

提升胜任力。，这个过程中，专业的心理教师在活动中加强对

心理委员的指导，注重案例分析与团体体验相结合，通过互动

式教学激发心理委员的参与热情，全方位提升心理委员的实践

操作能力。 

通过活动，提升心理委员方案制定能力。常言道：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心理委员如果想真正开展工作、做好工作，重

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开展活动，首先就是要制定活动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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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健康教育的几大领域，如心理健康知识、自我认知、

挫折教育、生涯规划等情况，招募心理委员组成了 10 个心理

委员小组进行方案制定，形成了 10 个主题主题。锻炼心理委

员活动开展能力。凡事讲究知行合一。实践过的知识才是真正

的知识，心理委员的素能提升，最终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体现出

来。只有经过了实践，才可以得到历练，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提

升，并将能力固化，从而由一个生手，最终成为熟手。 

在之前的心理委员成长历程中，心理委员往往缺乏实操机

会，除了个人能力较强的心理委员外，很多心理委员在工作历

程中只是在简单的事情上耗费了精力，并没有在这个职位上真

正有所得。每届心理委员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没有成为螺旋

上升，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种积极进取的状态。 

（三）建立多重人际支持网络，增强心理委员团体归属感 

针对学生心理朋辈朋辈队伍松散的问题，分析如下，高职

院校在班级中一般都设置了心理委员，对于心理委员群体，一

般来说每个班级都有一名心理委员（还有分别设置男、女心理

委员各一名），这是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朋辈辅导力量。但心

理委员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团队意识不足、归属性差等情况。在

解决方法上，要注重精心培养，建立心理委员标准化培训方案

和常态化活动机制，规范“学校层面\二级学院层面”心理委

员双重管理和教育程序，推进心理委员的胜任力提升项目。注

重选贤用能，让优秀心理委员脱颖而出，并且定时开展优秀心

理委员交流活动，鼓励心理委员开展自我教育和提升活动。唤

醒学生主体意识，依托学生心理社团，探索建立班级心理委员、

学生党团骨干、学生寝室长等朋辈辅导力量的协同沟通机制，

筛选和培育精兵强将。定期开展朋辈心理辅导活动，保证活动

覆盖全体学生群体，织牢织密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网络。 

安排心理教师包联二级学院，心理教师根据包联分工与所

管辖的心理委员进行经常性对接，提供专业支持和情感支持。

将心理委员纳入心理社团，设立心理委员事务部，建立工作交

流群组，定期开展联谊活动。心理委员定期向辅导员进行报告，

在辅导员支持下积极开展班级心理活动。让心理委员在班级中

得到辅导员的支持，在组织中得到其他心理委员的支持，在工

作中得到心理教师的支持，充分感受归属感 

三、高职院校心理委员素能提升的工作经验与启示 

高校心理委员这只重要力量要不断激发内生动力，充分发

挥其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桥梁纽带作用，调动和激发广大

心理委员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来。本文中提及的自我决定理论是一个

很好的切入口，对于提升心理委员的素质和能力，可以起到较

强的促进作用。 

（一）心理委员培养工作要体系化 

心理委员的素能提升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而是需要体

系化培养，精细化进行。例如，笔者所在团队构建了“三轴五

步”培养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引动心理委员进行“做中

学、做中悟、做中用”。“三轴”分别是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部

门教育管理轴、各二级学院教育管理轴和班级心理委员能力成

长轴；“五步”分别是选拔、培训、运用、管理和传承。通过

“三轴五步”，体系化培养心理委员素质和能力。 

（二）心理委员培养方式要多样化 

如果没有专业化的培训，心理委员的素能提升就是一句空

话。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委员标准化培训、心理委员

沙龙活动进行培训，在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危机预警、心理健

康活动中进行运用，并且通过校院结合双重管理，选取优秀心

理委员组成“传帮带手拉手”小组，多样化提升心理委员自主

感、胜任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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