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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构建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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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变化引发的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凸现。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压力、疏导心

理问题,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文章从大学生几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分析

中,查找原因,寻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积极推动大学生的心理和谐建设,建立起

良性互动的应对机制,为构建和谐校园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心理环境。

关键词 心理健康;障碍;策略;和谐校园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9)02-0084-03

StrengthenCollegeStudents’MentalHealthandBuildaHarmonious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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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thesociety,moreandmorementalproblemsofthecollege
studentsareemerging.Thereforehowtoguidethestudentstofacethepressureandmentalproblemshas
becomeanimportanttaskconfrontedbyhighereducation,whichisalsoanecessaryrequestforbuilding
aharmoniouscampus.Thispaperanalyzedthecommonmentalproblemsfromcollegestudentsandtried
tofindoutthereasonsinordertoseekstrategiesofmentalhealtheducation.Thispaperalsotriedto

pushforwardthementalharmoniousconstructionofcollegestudentsandbuiltawell-behavedinteractive
coping-mechanismsothataharmoniousandhealthymentalenvironmentcanbe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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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校园是以校园为纽带形成的各种教育要

素的全面自由协调的育人氛围,是以学生发展、教
师发展、学校发展为宗旨的整体效应。但随着我

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和高等教育事业的

快速发展,高校学生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招生量的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心理

问题日趋凸现。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大学生已成

为心理弱势群体。关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服务

和帮助心理弱势的学生已成为建设和谐校园的重

要内容[1]。

  一、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建设

和谐校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生作为高文化层次青年群体,是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精力旺盛、思维敏捷,
获取新知识和接受新事物快,对世界形势和社会问

题能在心理和行动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同时,
由于大学生阅历浅、社会经验不足、辨别是非能力还

不强,在纷繁复杂的是非面前容易良莠不分,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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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和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由于能力和心

理准备不足,极易导致偏激思想和过激行为,从而影

响构建和谐校园。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

校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决定着构建和谐校园的成

败[2]。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紧迫性

近几年来,大学生因心理疾病、精神障碍等原因

不惜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案例时有发生,且有上升的

趋势。大学生自杀或致伤、致死他人,给学生家庭带

来极大的心灵伤害,在高校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3]。由

于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变化,在高校学生中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心理健康教育完

全不同于精神医学中的诊疗模式。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是针对学生发展的需要而展开的教育活动,重
在提高和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帮助学生学会如何

恰当有效地应对现实中所面临的压力,如何进行情

绪发展变化,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所以开

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既是预防大学生心理疾病、
精神疾病、心理问题发生的重要手段,又是促进大学

生心理素质提高的重要举措。

  二、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
因

  造成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

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

1.生活环境变化

现在的大学生大部分是从高中直接考入的。大

学和中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学时绝大部分

学生住在家里,生活起居由父母照顾,他们成为家中

的核心。入大学后,集体生活成为生活的主要环境,
甚至是唯一的生活环境。这时的青年人还没有完全

独立生活的能力,而环境压力则突如其来地随同环

境的变迁而降临。有的学生面对这些以前从来没遇

到过的问题显得束手无策,有一种被抛弃、不受重

视、无人管理、无助、无依无靠的感觉[2]。

2.人际关系转换

大学之前多有班主任往往一任数年,天天相伴;
同学则是从小到大相伴的朋友。熟悉的师生已成为

其生活的组成部分。进入大学后,抛入一个完全陌

生的环境,周围的人素昧平生,他不得不重新进行调

适,寻找脾性相投、可以信赖的人,建立新的友谊以

适应环境。然而,在这渴望被人接近理解的时刻,如

愿以偿却又十分困难。他们虽然强烈地渴望被人所

理解,但又不愿与他人多接触,不再像儿童那样容易

交友结谊。青年期心理上特有的闭锁性使比一般人

更渴求友谊和理解的大学生感到极其不适应[4]。

3.幻想破灭

学生进大学前,一般不了解现实中的大学,加上

产生的强烈的优越和自豪感,使他们对未来的大学

生活充满童话般的幻想。进大学后,他们发现自己

的幻想与现实差距太大,于是感到失望和丧气。但

他们跟同学、朋友、老师写信或者假期回到家里时,
往往又违心地把大学生活描述得十分浪漫,这双重

的精神负担使他们沉闷,对学习失去兴趣,对其他活

动抱消极态度。

4.学习方法的不适应

中学的学习方法和大学极不相同,中学以灌输

为主,老师天天辅导,日日不离。而在大学以启发教

育为主,老师辅导甚少,需要较强的自学能力,相当

一部分学生入学后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完全沿用中学

生的学习方法。因此他们感到学习被动,穷于应付,
被作业课程拖着走,感觉不到学习的乐趣。时间一

长,学习成了负担,自卑起来,感到自己不行了。由

于学习方法不适应带来的自卑心理是造成学习成绩

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5.学习目标不明确

多数新生虽有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学习目的,
但很多人还不懂得如何把远大的理想和具体的目标

结合起来。在中学,他们的具体目标很明确,那就是

考大学,现在,具体目标伸缩性很大,感到难以捉摸。
因此,他们如同十字路口的迷路者,徘徊、迷惘。

6.精神生活领域扩大

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使学生在中学时代精神生活

比较贫乏。入大学后,在学生的眼里,竞争性急剧下

降,学生有了较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精神生活领域

也随之扩大了。在学生中常常出现小说热、网络热

等,这种“热”如果引导的好,对陶冶学生的情操,丰
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世
界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会产生推动作用。如果不加

以引导,则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7.家庭贫困

随着我国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大学里贫困生

和特困生占较大比例。贫困生除了紧张地学习,还
得为学费、为养活自己操心、奔波。戴上校徽,他们

是大学生,走出校园,他们是打工族。由于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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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常生活拮据、自卑感强等原因,不少贫困生尽

量不参加同学们的聚会活动,以减少开销。另一方

面,校园内还有许多家境非常好的学生,他们过着无

忧无虑的生活。由于贫富悬殊的加大,贫困学生的

心理压力非常大,排解不好,就可能会带来抑郁、焦
虑、孤僻等心理问题,进而对社会持悲观、甚至极端

的观点。

  三、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措
施

  1.加大普及宣传力度,使其工作大众化

大学生心理不健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缺

乏心理卫生知识。针对这种现象,可以利用各种手

段,如广播、电视、报纸、板报、讲座等,开展心理卫生

知识的普及和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专

版及心理驿站专栏,对大学生比较集中的心理问题

进行辅导答疑。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

步更新大学生健康理念,全面提高他们的心理保健

意识。

2.纳入学校常规教育体系,使其工作制度化

课堂教学是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
高校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正常的教学活动之

中,并渗透到课堂上。通过课堂教学,使大学生系

统、全面了解心理健康的知识,增强大学生对心理健

康的理论、方法、途径和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体现出循序渐进和螺旋式上升

的特点,又要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心理素质。
总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工作,只有在观念上、组织上、方法上,充分认识这些

工作的复杂性,才能保证学校心理辅导(包括发展心

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心理测量与心理咨询内容的

真正落实,让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朝着制度化方向发

展,使之不断完善。

3.开展好心理咨询,使其工作科学化

大学生心理咨询是发展性心理咨询、调适性心

理咨询。心理咨询遵循的是教育模式,而不是医学

模式。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要把来访者看作是正常

人,而不是病人,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用发展的观

点帮助来访者发现好的谋略,消除阻碍发展的各种

因素,解决其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问题,达到其所追

求的现实目标。因此我们应该从适应和发展的角度

来构建高校学生的心理咨询模式,确定高校学生心

理咨询的发展方向,才能使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真

正成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它在

高校德育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4]。

4.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使其工作规范化

为了准确地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必须开展

高校大学生心理普查。普查内容包括学生的兴趣爱

好,UPI和SCL—90测试,对普查出大学生不同程

度的心理问题进行整理,建立大学生个人心理档案,
从而使我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特点有了比较

客观的全面了解。在学生心理档案建立过程中,我
们还要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年级、不同专

业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计划、有目

的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研究,引导学生在和

谐环境中成长。这不仅为制订心理健康教育措施提

供了有效的原始依据,而且还为规范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行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

5.开展心理辅导,使其工作特色化

在开展心理辅导时,要针对具有各种异常心理

的大学生进行调适心理辅导,使他们缓解心理压力,
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因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是为

包括少数心理异常学生在内的全体学生提高心理素

质,保持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服务的,所以在高校要

把学生心理辅导的侧重点放在发展性心理辅导上,
应着眼于一般心理的调控而非心理障碍的矫治。因

此,纵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高校心理辅导

工作的发展重点应由过去放在心理疾病的诊疗转到

心理疾病的预防和提高全体学生心理素质上,同时

还要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风格,使之成为高校学生

思想教育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真正做到有特点、
有特色、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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