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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到当代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文章通过对

一例心理危机案例的思考,提出应从注重系统治理,建立多方协同育人机制；注重课程建设,打造多元化

立体化课程体系；注重队伍建设,构建心理健康全员育人体系；注重数字赋能,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

注重校社联动,形成心理健康工作共育模式等五个维度加强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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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healthy growth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thinking of a 

psychological crisis case, we propose to strengthen and promot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five dimensions:pay 

attention to system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 a multi-party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pay attention to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build a diversified and three-dimensional curriculum system;pay attention to the 

team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 a mental health full-staff education system;pay attention to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innovate new path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pay attention to the linkage of schools and 

society, and form the mode of mental health work co-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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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广大青年学生成长

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受社会环境与学业、人际、家庭压力等

相互交织问题影响,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心理危

机事件频繁发生,影响到大学生健康成长。本文从一名患双向情

感障碍心理问题大学生全过程帮扶解决过程入手,探究当前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的有效解决路径,为后期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提升心理育人工作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

借鉴。 

1 高校加强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 

1.1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必然要求 

“时代新人铸魂工程”是党和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围绕提

高学生思想理论水平、心理健康品质、网络文明素养、文化品

位等方面,以培养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为目标,实施十大专项行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高校作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肩负着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历史使命,承担着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重要任务。[1]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以遵循教书育人和学生健康成长的

基本规律为前提。“心理育人”作为高校“十大”育人体系之一,

对于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期的青年大学生来说,是

帮助其塑造健全人格、形成良好心态、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的必

要前提,是帮助高校实现“时代新人”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 

1.2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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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报告》显示,14.8%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需要有

效干预和及时调整。[2]另一项对11716名大学生进行的心理测查

结果显示,总的心理问题检出率为42.47%。[3]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日益突出。大学阶段是学生个人成长与知识储备的关键时

期,心理健康作为大学生探索自我、深入学习、技能培养的基础

要素。加强和改进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锻炼社会实践能力,将个人理想积极融入党和国

家事业之中。 

2 案例概况与解决思路 

2.1案例概况 

某女大学生,大一至大二上学期表现优秀,担任主要学生干

部,成绩优良,性格开朗,与老师、同学相处融洽。2022年5月上

旬,校园疫情封控管理刚解除,该生主动到辅导员办公室来谈心

谈话,表示自己近一个月严重失眠,经常到凌晨三四点无法入睡,

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心情烦躁易怒,时而情绪低落,不愿与人

交流,与家人关系不融洽,有轻生念头。在掌握这一情况后,辅导

员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此事。5月底,经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测试,

该生确诊双向情感障碍,未服药。据该生自述,她在高中时期,

与母亲关系紧张,曾出现过自杀未遂情况。 

2.2案例分析 

该案例是在疫情防控特定情境下发生的一起典型的学生心

理危机事件。案例中,该生在校园疫情封控管理期间,因与母亲

长期的紧张关系和近期宿舍矛盾而导致该生双向情感障碍,从

而产生轻生想法。经与该生及其家长多次谈心谈话,辅导员认为

该生产生心理问题的症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2.2.1学生原生家庭因素。该生家中姐弟三人,她排行老二。

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在家待业,该生自认为母亲偏爱姐姐和弟弟,

自己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同样的关注、关心,在家中承担绝大部

分家务活,对该生的自主想法经常采取简单粗暴否决,这是造成

该生心理问题的重要方面。 

2.2.2学生个体性格因素。该生聪明、外向、爱干净子,但

又很好强、不服输,性格急躁。学校疫情封控管理期间,学生活

动范围被限制在宿舍。因为宿舍卫生问题,与室友发生矛盾,情

绪烦躁而又无法发泄,紧张、沉闷的宿舍环境加剧了该生的心理

压力。 

2.2.3外部环境疫情因素。2022年上半年,因某市新冠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校园封控管理近两个月,宿舍四人聚集在近20平

方米的封闭环境内,出现紧张、焦虑、心烦、易怒、失眠,甚至

严重恐惧、无助加倍等情况,再加上无法从室友、家人那得到及

时的理解和关爱,导致该生心理问题进一步加重。 

2.3思路举措 

2.3.1专注倾听,安抚情绪。倾听是心理咨询过程中最重要

的技巧,让来访者感受到老师对她所说的话或事情感兴趣,在共

情之中愿意诉说。该生能主动寻找辅导员,袒露自己内心的心理

状况,体现了该生对辅导员的充分信任。通过倾听学生言语、观

察表情等,辅导员表达出对该生的理解、关心和关爱,无条件地

接纳该生,在产生共情的基础上对该生进行安抚和情感支持。 

2.3.2及时应对,快速反应。根据学生自述内容,辅导员从该

生言语表现、情绪反应、行为表现等方面预判该生存在的危机

风险,并据此开展下一步工作。第一,高中阶段发生过自杀未遂

情况,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第二,该生目前

的言语、神情等表明该生当前处于严重失眠、情绪混乱、易被

激怒状况。危机评估后,辅导员第一时间将该生的相关情况报告

学院相关领导,同时与学校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等部门取得

联系,随时关注该生动态,防止极端事件发生。 

2.3.3家校联动,协同干预。家庭,永远是避风港。该生出现

这类心理疾病,与其母亲的态度有关。辅导员在学院领导的指导

下,第一时间将该生情况反馈给其父母亲,并多次与他们进行深

度沟通,希望他们能多给予该生更多地关注、关心和疼爱。通过

沟通,该生家长也意识到自身问题,改变之前的生冷态度,多倾

听该生内心想法,与学校老师携手共同帮助该生走出困境。 

2.3.4朋辈助力,持续关注。朋辈心理,是指与大学生处于同

一等级、同一“辈分”的热心于所从事的工作并经过专业培训,

在同学中从事咨询等工作的学生。班级组建了以心理委员为组

长,班长、生活委员、学习委员、寝室长等为小组成员的“朋辈

帮扶小队”,密切关注该生身心变化,积极主动与该生交流,帮扶

该生缓解心理压力,并随时将该生异常情况反馈辅导员。 

由此,经过积极有效干预,该生顺利渡过危机,情绪基本恢

复到相对稳定状态,与同学相处融洽,生活积极乐观向上。 

3 加强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径 

鉴于以上心理危机事件的思考,新时代社会环境复杂,为更

好帮助高校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心理育人工作质

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应从“五

个注重”着手, 

3.1注重系统治理,建立多方协同育人机制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年)》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健全多部门联动,

聚焦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系统

强化学生心理健康工作。[4]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要注

重系统谋划,将心理健康工作融入学校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和“三全育人”工作格局,建立以学校党委全面领

导,学生处、教务处、团委和心理辅导中心等核心责任部门,辅

导员队伍为主要力量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体系,制定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流程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

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不断

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3.2注重课程建设,打造多元化立体化课程体系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最重要、最直接的

形式。目前,高校面向刚入学新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必修课,

为大学适应期的新生提供专业、有效的心理适应策略,帮助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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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我、发展自我。高校还应注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连续

性和可持续性,面向高校其他年级学生继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

选修和辅修课程,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除此之外,

高校应坚持继承创新,坚持基础必修课程与自主选修课程相结

合,坚持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模式相结合,坚持课程教学与

日常教育相结合,加强宣传普及,拓展传播渠道,发挥学生主体

作用,打造多元化、立体化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充分挖掘

学生心理潜能,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心理品质。 

3.3注重队伍建设,构建心理健康全员育人体系 

做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关键在于心理健康师

资队伍的建设。高校应着力打造融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队伍、

心理咨询服务工作队伍和基层心理辅导站为一体的服务团队,

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全员参与。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专职

教师的引进与培训,鼓励开展专项调查研究、参加专业技能大

赛、打造专业精品课程等,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类队伍的理论水平

和技巧技能。二是提升心理咨询服务工作队伍的专业知识和修

养,打造线上线下“双线”咨询服务队伍,开通阳光校园热线和

网络宣传平台等,提升咨询服务的时效性。三是发挥辅导员、班

级学生骨干等组成的基层心理辅导站服务队伍功能,充分发挥

心理委员、班干部等朋辈力量,及时、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动态,

对于“重点人”建立“一对一”结对帮扶模式,良好的师生关系

和朋辈关系有利于心理健康知识的高效宣传和心理危机的精准

预判与及时处置。 

3.4注重数字赋能,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 

伴随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是教育信息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托网络信息平台,

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科普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供常见心理

问题自我调节方法和技能等,满足学生随时随地对学校心理健

康服务的需求,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和自主完善中塑造积极向

上的心理。开发心理咨询平台,面向校域范围内的全体学生,采

用线上匿名的方式,为具有高度心理隐私的学生提供一对一的

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缓解学生线下当面咨询的压力,从而更加真

实、高效地了解学生心理状况。建立心理健康数据库,基于形式

不一、专题不同的心理健康情况普测,实时、动态、全面地记录

学生的心理健康各项指标,经过大数据分析和研判,提高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5注重校社联动,形成心理健康工作共育模式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年)》明确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育

人机制。这一要求强调了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关系要从偶

然、松散的沟通合作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协作。其中,学校是心

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第一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实

践的作用,建立多维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

和技能,帮助学生树立自助、求助意识,增强学生心理健康素质；

家庭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上发

挥着基础性作用,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灵沟通的需要；社会

支持是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保障,为学生提供心理问题转介、诊

断、治疗等绿色就医渠道,及早发现并干预心理危机。学校、家

庭与社会三者本着健康第一原则,紧密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担

负起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责任,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生

态圈”,多维度为学生提供全面化、系统性的协同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问题不仅牵动着每个家庭,也关系到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加强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坚持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以生为本,坚持多措并举,从系统治理、

课程建设、队伍建设、数字赋能、校社联动等五个维度守护学

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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