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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时代大学生面临的挑战与压力日益增加，心理健康问题逐渐

成为影响他们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讨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首先，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当前教育体系中存在心理课程设置

不合理、专业师资力量匮乏、学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此外，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竞争压力、自媒体的影

响及家庭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心

理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师资素质、增强学生参与感及推动社会与家庭协作等对策，期望通过多方努力，

共同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环境与社会氛围。文章最后总结了改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建议，

并展望未来，旨在为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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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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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ra are facing increasing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and mental health issues have gradually be-
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irstly,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
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unreasonable 
psychological course settings,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ff, and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ad-
dition,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ompetition pressure, the influence of self-media, and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have also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
lege student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men-
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strengthening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promoting social and family cooper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multiple efforts, we can jointly 
create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tmosphere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aiming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
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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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新时代的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科技的进步和全球

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为大学生们提供了更多元的学习资源和发展前景，也带来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

心理压力。大学阶段作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学生们不仅要应对学习和职业规划上的压力，还需要处理

人际关系、情感问题以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的困惑[1]。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

益突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心理健康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

的重要前提[2]。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教育效果，更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因此，探讨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对策，对于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

平、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本文拟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新时代背

景下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详细探讨当前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化、科技进步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大学生作为社会

的中坚力量，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学业、就业和生活压力。随着竞争的加剧，大学生不仅需要面对学术和

职业规划上的压力，还要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环境。此外，自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大学生暴

露在虚拟世界的高度对比与信息过载中，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4]。心理健康对大学生至关重

要，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未来发展。首先，心理健康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良好的心理状态

有助于提升学习效率和创造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学业压力和挑战[5]。反之，心理问题可能导致学

习成绩下滑、注意力分散，进而影响其学术表现。其次，心理健康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能力

起着关键作用。大学时期是学生建立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的重要阶段。良好的心理健康使学生能够更好

地与他人沟通、合作和解决冲突，从而形成积极的社交圈，增强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心理问题则可能导

致孤独感和社交焦虑，使学生难以融入集体，影响人际交往。综上所述，心理健康不仅是大学生个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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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基石，也是其适应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因此，高校应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提供

全面的支持与服务，促进其健康成长[6]。 

2. 研究内容和现状 

2.1. 分析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影响其有效性和实际效果。当前许多高校

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不完善，课程设置过于理论化，缺乏实用性和系统性，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此外，心理健康课程往往不具备持续性，未能贯穿整个大学生涯，导致教育效果无法长期维持[7]。师资

力量短缺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各高校设有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但专业心理辅导教师的数量远远不足，

且部分教师缺乏专业培训，难以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心理支持。这不仅影响了学生寻求帮助的效果，也

降低了心理健康服务的覆盖面[8]。研究还表明，师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度和接受度，

专业化程度不够导致学生信任感下降[9]。学生参与度低也是重要问题之一。许多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视程度不足，普遍存在知识匮乏和态度冷漠现象。部分学生对心理问题仍持有偏见，担心遭受社会

污名化，因此不愿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活动[10]。加上学业压力、就业竞争等外部因素影响，学生容易产生

焦虑、抑郁等问题，但却未能及时获得有效帮助[11]。总之，现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体

系不健全、师资力量不足和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改善，以提升教育效果。 

2.2. 提出合理的对策和改善建议 

首先，优化教育体系至关重要。高等院校应依据学生的需求，设计并实施更具实用性和互动性的心

理健康课程，确保这些课程贯穿整个大学阶段，从而形成系统化的教育链条。此外，应增加心理健康教

育的课时和活动频率，以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深入理解与应用。其次，提升师资力量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关键。其次，提升师资力量[12]。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的培训力度，引进更多具备专业资格的心理咨

询师。同时，建立教师定期培训和交流机制，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以提供更高质量的心理支持。

再次，增强学生参与度。通过组织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13]。 
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 加强心理健康宣传。高校应通过多种渠道(如讲座、宣传册、社交媒体等)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2) 增加心理咨询资源。学校应增加心理咨询师的

数量，并定期进行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以更好地服务学生。3) 优化课程设置。高校应根据学生

的需求，设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心理健康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应对心理问题的技能。建立系统性教

育体系。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的整体教育体系中，制定长期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确保教育内容的

系统性和连贯性。此外，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消除学生对心理问题的偏

见和误解，营造更为开放和支持的校园氛围。最后，推动社会与家庭协作。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

动，共同关注和支持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为其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持[14]。在当今社会，心

理健康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日益普遍，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研究显示，许多大学生面临着焦虑、

抑郁和压力等心理问题，且其发生率逐年上升。根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统计，约有 30%的大学生曾经

历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15]。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多样。首先，学业压力是主要因素之一。大学生通

常需要面对繁重的课程、考试和未来就业的竞争，巨大的心理负担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增加。其次，

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大学生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更

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网络暴力、虚拟社交的孤立感等都加重了心理健康问题的普遍性[16] [17]。学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活动是帮助学生提升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高校开设心理健康必修

或选修课程，内容涵盖心理学基础、情绪管理、人际关系和压力应对等，旨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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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调适能力。此外，许多学校还通过心理健康周、主题讲座和工作坊等形式，定期组织各类活动，

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互动性[18] [19]。在活动中，学校邀请心理专家进行讲座，或组织小组讨论和心理

游戏，帮助学生放松心情，增进理解。通过这些课程和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实用的心理知识，还

能建立良好的社交网络，促进情感交流。这种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韧性，

增强他们面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从而实现健康成长[20]。 

3. 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教育体系中的缺陷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仍不完善，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资源分配等方面。许多

高校的心理健康课程设置较为单一，内容多局限于心理学理论知识，实用性较差。课程主要以讲授为主，

缺乏互动性和实践性，这使得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此外，心理健康课程的覆盖率不

高，部分高校甚至将其作为选修课程，导致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21]。 
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许多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集中在大学低年级，缺乏针对不同年

级学生的分层次教学方案。大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面临的心理问题各不相同，例如大一新生的适应问题

和大四学生的就业压力等，然而当前的课程往往未能针对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22]。这种

“一刀切”的模式，无法有效帮助学生应对各自阶段的心理挑战，导致教育效果有限。相比之下，资源

丰富的高校则拥有更多的资金和师资力量，能够提供更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这种教育资源的地区

差异，使得一部分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3.2. 师资力量不足 

师资力量不足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另一大瓶颈。尽管高校普遍设有心理咨询中心，但专业心理健

康教育师资的数量和质量依然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需求。根据一项调研显示，中国许多高校的心理

咨询师与学生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导致咨询服务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大打折扣[23]。专业心理健康教

师数量有限。由于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周期长，许多高校的心理健康课程只能由非心理学背景的教师

承担。这些教师虽然在教育方面具备经验，但缺乏心理学专业知识，难以为学生提供科学、系统的心理

支持。专业背景的缺失使得心理健康课程的质量不高，学生难以通过课堂有效解决心理问题。 

3.3. 学生参与度和关注度不高 

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低是影响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高校普遍开展心理

健康课程和活动，但实际中许多学生对这些活动的兴趣不高，参与热情有限。学生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

知不足。根据一项调查，大部分学生认为心理健康问题与自己无关，只有在遭遇重大心理困扰时才会考

虑寻求帮助。许多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存在误解，认为参加心理咨询或心理健康课程是“有病”的表现，

这种社会偏见导致他们对心理健康问题避而不谈，甚至隐瞒自己的心理困扰[24]。此外，心理健康服务的

可及性也是影响学生参与的重要因素。虽然学校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但部分学生因顾虑隐私泄露或对心

理咨询过程不了解，选择不参与。尤其是在小型校园或封闭式管理的学校，学生往往担心心理咨询记录

可能影响学业或就业，因此不愿主动寻求帮助[25]。 

4. 结论 

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先，教育体系应注重心理健康

课程的设置，增强学生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师资力量的提升至关重要，学校应对教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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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培训，并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提供更专业的支持。此外，学生主体意识的加强也不可忽视，

学校应鼓励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活动，增强自我反思和调节能力。最后，家庭、社会和政府应共同努力，

形成支持网络，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心理环境。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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