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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的缺失与构建

赵　蕾�何红金
（兰州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分析了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认为目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教育系统性缺失�教
育评价制度缺失�教育监管制度缺失�教育制度创新机制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制度�制定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完善高校校规制定程序�建立健全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
管制度等建构科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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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law and Construction of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ZHAO Lei�HE Hong-ji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ansu73005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stat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there exist
the problems�such as the flaw of educational system�the flaw of assessment system�the flaw of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flaw of the innovation in educational system．Some scientific
measures�such as setting up unifie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assessment system�and
supervision system�as well as perfecting the school rule and making procedures are proposed in
this essa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education；system flaw；construction

一、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条

件完全可以满足其在学校的基本生活需要�物质
生活相对比较充裕�但心理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
根据对江苏不同高校479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调查结果显示�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者约占
70％�轻度心理不适者占15％～25％�具有中度
以上心理问题者占4％～8％。具有中度以上心
理问题者�按人数分布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人
际关系敏感 （8∙1％）�强迫症状 （6∙7％）�敌对
（6∙7％）�抑郁（5∙4％）�偏执（4∙4％）�精神病性
（4∙0％）�焦虑 （3∙7％）�躯体化 （3∙1％）�恐怖

（1∙8％）［1］。从调查结果看出�人际关系敏感、强
迫症和敌对心理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对于我国当
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各个高校也采取了相应
的对策�如在高校建立心理咨询服务站�通过改善
学生的教育环境达到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等。

但高校的解决措施大多只流于形式�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二、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缺

失

我国目前还没有完整的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制度体系。各个高校只是针对各自学校出现
的相关事件进行临时性的校规制定�在学校建立



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原则�致
使我国各个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状况参差不齐。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统性规范缺失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和谐

校园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我国
目前还存在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定位不够明确的

状况。目前有两种比较突出的极端化倾向：一种
是片面夸大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把大学生存在
的一些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政治观念上的问
题�都归因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认为心理健康
教育是万能的；另一种是将大学生出现的各种问
题统统视为思想品德问题�忽视心理健康教育功
能和作用�认为思想品德教育能替代心理健康教
育�将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思想品德教育［2］。笔
者认为�不能将心理健康问题和思想品德问题混
为一谈�如果不能给其正确的定位�制定系统的、
普遍的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对我国当代大学生的
素质教育必将产生严重的束缚。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评价制度缺失
关于心理健康的定义�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是

一种持续的、积极发展的心理状况�个体在这种状
况下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能充分发挥身心潜能�
而不仅仅是没有心理疾病。它包含两层含义：一
是心理上的正常状态；二是能积极调节自己的心
态�顺应环境并能建设性地有效发展和完善个人
生活［3］。而心理测量作为检验心理健康标准的
重要手段仍然没有在各个高校得到使用�心理健
康测量是心理健康评价的主要手段�测量的结果
为评价提供依据。心理健康测量是把心理健康概
念分解为全面的、精确的、可测量的具体内容来反
映心理健康内涵的过程。心理健康测量的主要目
的是为心理健康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了解人格
特点和个性差异�及时发现严重心理障碍者；或者
帮助鉴定、诊断、预测和评价。以加强心理咨询的
针对性�并为心理健康典型案例的研究和理论探
讨提供依据。
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管制度缺失
由于缺少相关制度的规范�大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的监管制度几乎空白。高校对于因为心理健
康而引发的突发事件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及处理

措施�致使相同事件的处理结果差异很大�由此使
社会对高校的文化环境产生担忧。由于心理健康
教育及其心理健康疏导没有纳入学校教学的一部

分�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忽视心理教学�对各高校的
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的运行方式没有统一的监管制

度。对担任咨询服务的老师没有严格的要求�很

多学校都是流于形式�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却没有
起到真正为学生服务的作用。任何制度的建立与
完善都需要相应的监管机制予以保障。如果各高
校没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给予高度的重视�
没有相关的资金投入及监管制度的实施保障�任
何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都是虚置。
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创新机制缺失
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门必修课�目的

是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如何通过教学来达
到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目的�以及如何更
好地利用课程教学�教授学生心理健康理论知识
和对不良心理的调适方法与技能�最大限度地提
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预期效果�一直是从事心理健
康教育教学的人们十分关注并不断思考、探索、实
践的课题。通过不断地研究与探索�许多高校在
心理教学的教学内容上、方法上和形式上与传统
教学相比�都进行了相应的改进与创新［4］。但我
们在坚持心理教育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却很少注
重按照时代的发展对心理健康教育进行制度上的

创新�在制定各项制度规范的过程中适宜地考虑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因素。而缺少制度创新机
制�心理健康教育必然会落后于整个社会�这也是
时代给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提出的问题。
三、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

建构

1．建立统一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
在注重当代大学生科学知识教育的同时�逐

步建立以各个高校为基础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教程�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机构设置和课程
设置形成统一的标准。应根据各个地区高校的具
体条件适当地进行原则内的调整�做到因地制宜
的健康教育。在遵循建立和谐校园原则的前提
下�制定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具体包
括以下几点：①普遍性原则。将当代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理念普及到全国各个高校�建立全面的
心理健康教育机构。②家庭教育与高校教育相结
合原则。在学校保证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服务的同
时�建立详细的家庭教育制度�使学校和家庭保持
紧密联系�学生所提供的家庭信息应该是核实以
后的确切信息。③综合性原则。伴随着社会的日
益发展�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与经济状
况、家庭教育、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已经不是传统
的单一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学校应该在综合地
运用理论知识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同时结合思

想政治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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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评价体系
如同大学生的定期体检�当代大学生心理健

康指标也需要相关技术和数据的支撑。在各个高
校投入一定的资金�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
定期的检测�对特定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做
出相应的数据报告�针对特殊问题提出特殊的解
决方案�以此保障当代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避
免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心理测试作为心理健康
教育评价体系的一项基本内容�需要各个高校制
定相应的制度规范�定期进行�这不但需要资金的
支持�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需要改变传统的心
理健康教育观念。在掌握每个学生家庭背景的前
提下�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做出合理准确的评价�针
对出现的问题提出适合其健康发展的解决方案�
教育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预防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蔓延的有效措施。
3．完善高校校规制定程序�建立健全高校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管制度

近年来�由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引发的悲
剧屡次出现�社会舆论和广大家长都对我国高校
的心理健康教育质量和成效提出了质疑�指出高
校很多虚设的心理服务机构�只是应付检查的摆
设。如何使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真正成为高校教
育的一部分�需要有效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监管
制度给予保障。心理健康教育监管制度的运行�
更需要严格的程序规范。在监管成员的设置上�
要充分考虑其对心理健康理论及实践知识的掌

握。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监管制度�无疑会使整
个校园的文化及生活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对高
校健康全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4．鼓励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创新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革�当代大学生的心理

特点及所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悄然发生着新的变

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为了促进大学生心理

素质的全面提高�而目前一些学校把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点放在少数学生心理问题的咨询与治疗

上�忽视了对多数学生的心理关怀�新的、甚至同
样的心理健康问题仍然不断出现。因此�以当代
大学生心理特征、心理现象为对象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应与时俱进�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性教
育理念�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晚、
经验少�与时代发展及社会的期盼还有很大差距�
面对新世纪、新情况、新问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应该如何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是值得我们

思考的重要问题［5］。在网络日趋发达的年代�我
们可以合理运用网络资源�充实学生的心理健康
理论知识�让学生自我创新�寻找适合自身的心理
健康发展途径。

总之�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体系的
构建已经刻不容缓�这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发
展�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需要健康
的心理去面对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只有在社会
全面的帮助和关心下�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体系才能逐步地建立和完善�当代大学生的心
理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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