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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目前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中面临的问题，探索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策略：加强顶

层设计和机制体制的建立和实施；扩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尤其是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

加强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专业，系统化培训，提升工作能力这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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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facing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ways to exp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systematic training of mental health workers, 
an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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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物质的快速发展，信息的不断更迭，社会的不断变革而成长的一代。周边成长

环境的快速变化使得当代大学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以达成良好的社会适应。当代大学生本身正处在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对自身和世界的了解还在摸索，为人处世的技巧能力正在养成，

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使得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迷茫和困惑的心理状态，严重的甚至形成持续焦虑，紧张，

抑郁等心理，更严重的甚至威胁到学生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面对当下高校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了更

好地为国家输送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需要进一步加强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的建设。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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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切实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相对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存在其自身的特点：学业成绩相对偏薄弱，学习方

法和技巧有待提升，存在较大的学习困惑；对自身的了解相对不足，不清楚自己有什么特点，自己的优

势在哪里，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担心就业问题。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使得高职院校大学生承受着普遍更

大的心理压力。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研究，能够进一步理性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大学

生的心理特点，改善和拓宽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最终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

为国家输送情绪稳定、心理健康的技能型人才。 

2. 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和常见问题 

2.1. 政策上对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相对较少 

我们国家对于高等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例如《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意见》等，有的地方也出台了相应文件，针对地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指导。但通过这一

系列的文件却发现，尚未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文件，高职院校只能采用高等学校的

相应文件进行工作安排。但实际很多的研究都可以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的群体具有其自身的心理特点，

所以仅仅是高等学校的指导文件可能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游镜莹，2021)。 

2.2.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机制运行有待进一步加强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相对于普通高校较晚，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储备相对存在弱势。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形成，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常态化，规章化，便捷化。北

京师范大学罗小璐教授的研究显示，我国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在健全制度，制度实施，财务支持，设备

保障，团队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陈爱平，2021)。即使一部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有建

立，但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运行不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现象。工作制度的运行不畅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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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顶层的重视程度，心理中心老师的专业性、心理中心和各学院的沟通配合能力、考核机制、经费保障

存在密切的关系。 

2.3. 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有待扩展，具体教育方式有待创新和深入挖掘。 

合理、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够让学生从多方面获得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健全心理

与良好性格的形成(罗小婧，王俊，孙克波，2023)。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为心理健

康课程育人、心理健康活动育人、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督导活动育人。但是实际上还是出现较多的学生

心理状况。这让我们思考在现有活动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加强心理育人活动的方式，原有的心理育人方

式具体的实施应该进一步加强创新，不断深入挖掘，提升原有心理育人方式的育人效果。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心理健康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够从专业上了解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掌握一定的提升自身和他人心理健康的方法和技巧，进一步

完善人格，增加社会适应性。目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虽然已经按照相应学时学分在开展，但是

还是存在开课班级学生过多，大课堂教学的现象，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效果。

另外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普遍存在还是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学习，学生课堂的主动参与程度不够，

心理体验和触动有待加强，从知识到技能的转化也有待提升(李怡和等，2022)。另外心理课程授课的内容

也有待随着时代的转变，不断更新，紧随新时代大学生的实际心理需要。其次心理健康相关课程的授课

老师存在一人兼职多角，多有庞杂的行政事务，是否能够专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上值

得商榷。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主要还是依托特定的时间节点、活动事件在开展，如“5.25 大学生心理

健康日”，相关的心理健康比赛。这种特定活动的开展结束后，心理活动往往会处于一定的空白期。这

样不能满足学生对心理活动的常态化，个性化需求。 

2.4. 心理健康工作队伍的专职性和专业性有待提升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相对于普通高校起步较晚。目前虽然大部分高职院校能够按照教育部规定 1：
4000 师生比例配置心理健康专职教师，但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任务依然过重。目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中

心的老师存在行政工作过多的情况，这占用了心理中心老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不利于工作的专注。另

外部分高职院校的心理相关工作人员也存在着职称评审的困扰。其次存在部分高职院校心理健康工作人

员非心理相关专业背景的情况，非心理专业的背景对于心理活动的开展以及个体和团体心理咨询可能会

带来理念和工作方法上的困扰。最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需要持续的学习，不断调整和创新新的工作方法，

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相关工作人员的后续培训的投入力度上有待进一步提升。 

3. 提升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策略分析 

面对上述提到的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常见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3.1. 制定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文件 

2024 年 3 月 1 日教育部举行发布会，介绍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数字显示 2023 年

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 1042.22 万人，比上年增长 2.73%。其中，普通本科招生 478.16 万人，

职业本科招生 8.99 万人，高职(专科)招生 555.07 万人。从 2023 年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可以看出高职院校

的招生规模已经明显超过了普通本科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在心理发展特点上有比

较明显的差异，所以有必要及时的开展相关研究，制定出针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门性

的指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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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顶层设计和心理健康教育机制的建设和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总则第六条提出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

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信春鹰，黄薇，2012)。政府层面高职院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能更有力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协同心理育人机制，快速提升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

的效果。 
从政府，教育部门层面加强监督监管，定期开展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主管领导的培训，并形成考

核机制，考核机制进一步能够落到实处。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的不断培训和考核监督，能够在学

校层面进一步加强领导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业性和重视程度，有利于学校层面具体工作的推进。 
另外不同高职院校综合实力存在一定的差距，自身掌握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有限，为了更好的为广

大在校高职学生服务，有必要整合全域的优质高校和医疗系统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形成专家支持系统，

在必要的时候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能够找到途径，知道在哪个层面和系统寻求帮助和支持。

达成这个效果需要在政府领导下的，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社会层面的联合工作，打通学生心理服务的

各个环节。大部分学生家长在学生心理状态的把握和心理专业知识的掌握，医疗心理资源的选择上存在

一定的专业欠缺，有了医，校，社区的联合，在必要的时候经过和家长的沟通，学校可以及时转介有严

重异常心理的学生到医院就诊，也便于把学生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和表现反馈给医生，形成准确诊断，在

保证学生必要隐私的基础上，通过和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的沟通，根据实际情况，形成社区对接，便于

后期学生的科学跟踪和心理帮扶。 
另外需要从学校顶层督促心理健康教育制度的建立，并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并形成严

格的评价机制，纳入心理相关工作人员的考核和职务，职称的晋升中去。 

3.3.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建设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心理综合素质的最重要的途径，为了保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减少心理专业老师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加强对心理健康专业教师的教学考核，使心理健康教师的注

意力回归课程，回归课堂。心理健康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心理专业教师需要掌握心理学基本原

理，掌握基本的心理教学沟通方法和技巧，高职院校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以及精力，为心理健康教育老

师提供专业化的培训，加强专业技能，保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够提升自身专业水平，有效推进高职院

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娄安琪，张静媛，王茜茜，2021)。 
(2) 丰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 
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要及时了解不同阶段的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特点，心理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教学

内容，满足学生心理需求。新入校的大学生更多的面临着新生适应问题，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以及团体辅

导，个人谈话等形式满足新生入校的快速适应需求。随着适应的加强，对于大学期间不断遇到的恋爱问

题，学习问题，人际交往问题，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就业面试技巧问题给予及时的心理层面的教育支持

(王秀静，2021)。 
(3) 建立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改变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要形式的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模式，开展多元化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

学方式。在课堂上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性，课下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个别心理咨询，通过相关心理

主题活动的开展，有效的延伸课上课下内容，在课下进一步加强实践和连接，真正把心理健康知识转化

为提升学生自身心理健康素质的能力。有效利用网络相关平台和资源，扩宽教师上课渠道，如提前通过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324


李丹丹，黄雪 
 

 

DOI: 10.12677/ap.2024.145324 382 心理学进展 
 

网络教学平台布置前期任务，加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4.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人员专业性的提升 

时代不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对象的特点在转变，工作的方法和内容也应该作对应的调整，这就

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不断地深化学习。高职院校特别是民办的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培

训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目前相关人员的培训也存在比较散乱，不系统的状况，这可能就更需要政

府，教育系统层面针对不同的人群，做系统化的规范培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文献查找，结合自身在高职院校的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出目前高职院校在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上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缺少针对高职院校的政策引领和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的体系有待

进一步完善，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有待进一步拓宽，内容有待进一步创新和挖掘；

心理健康教育的队伍的专业性和专职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针对以上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和问题，

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提出了提升的策略：制定针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指导性心理健康指导政策；

加强顶层设计和监督，调动多方资源，形成心理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创新，活动创新，

提升心理育人效果；最后是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老师的专业性和专职性，做到专职专业为高职院校大学生

提供心理教育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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