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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在中国高校建立朋辈心理咨询师性心理教育与干预体系的必要性。由于文化影响，性话题在

中国常被回避，导致青少年缺乏性知识。朋辈心理咨询师能以同龄人的身份，提供更易接受的支持和教

育。文章以高校大学生为对象，分析了大学生对性知识的高需求和知识缺乏的现状，提出了选拔、培训、

考核朋辈咨询师的方法，并讨论了实施过程中的挑战，如羞耻感、教师资源不足等。文章强调了加强性

心理健康教育和朋辈咨询师体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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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a peer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sexual psycholog-
ical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syste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Due to cultural influence, sexual top-
ics are often avoided in China, leading to a lack of sexual knowledge among teenagers. Peer counse-
lors can provide more accessible support and education as peer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college stu-
dent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 demand for sexual knowledge and lack of knowledge. 
It proposes methods for selecting, training, and assessing peer counselors, and discusses the chal-
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uch as shame and insufficient teacher resources.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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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sexua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eer counsel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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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性”在中国似乎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这往往受到我国悠久而深远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

来，家长对于孩子的性心理教育大多处于“避而远之”的态度，导致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性领域的知

识构建。与此同时，性心理教育这一问题又备受社会关注，随着新时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当代青少年更

早地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了性方面的问题，学生在生理和心理方面也提前成熟了。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当学生没有进入“学习”阶段就进入“考场”，必然会引发不同程度的问题出现。当学生出现恋爱关系、

性焦虑、性羞耻、性别认同、性取向等问题时，也许朋辈心理咨询师会给到个体更大的支持与建设。本

文将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聚焦朋辈心理咨询师在性心理教育与干预体系中的作用为题展开，为高校朋

辈心理咨询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2. 高校大学生性心理健康 

高校大学生的性行为模式和性取向都呈现多样性，他们对青春期发育，避孕，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

以及其他生殖健康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他们的相关知识大多片面、破碎、不系统、不完善，有的

甚至是错误的(陆卫群等，2006)。根据肖景莹教授等人在 2020 年的研究表明，在有效研究数据 155 份的

情况下，对于相关的性知识，113 人希望学习性卫生知识和 112 人想学性心理知识，占比分别为 72.90%
和 72.26%；有 104 人想学习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占比 67.10%；98 人想掌握避孕知识，占比 63.23%。

约 90 人想学习性道德和性生理知识，比例为 58% (肖景莹等，2022)。《礼记》中曾提到“饮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大部分处于青春后期的大学生们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尤其处于性发育，性心理完善

初期，能否正确应对自身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是关键。国内政策与教育体系都有相关性心理教育课

程的导向，虽说已出版了相应教材，但专门开设此课程的高校少之又少，即使有一部分已经开设此课程，

但大多讲师选择“草草了事”，这导致处于青春发育后期的学生在性朦胧时期无法接受正确引导。高校

性心理健康教育亟须探索合适合理的教育策略，发展出相对完善的体系，提升高校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自身性心理健康领域防线。 

3. 朋辈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定位 

朋辈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生活背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年龄也相差无

几关注共同问题的个体。朋辈咨询是指在朋辈之间进行的一种互助式的心理辅导活动(姚斌，刘茹，2008)。
但这并不意味着朋辈心理咨询师可以是任何同龄人，著名心理学家马歇尔夫提出：“朋辈心理咨询是非

专业心理工作者经过选拔、培训和监督向寻求帮助的年龄相当的受助者，提供具有心理咨询功能的人际

帮助的过程。”(Mamarchev, 1981)朋辈心理咨询师要接受包括性心理学在内的系统化心理培训，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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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确保他们能以接纳的态度，科学的理论来合理地帮助来访者。并且他们需

要接受专业督导，可以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向同学提供支持与帮助。 

4. 朋辈心理咨询师的性心理教育重要性及其意义 

根据《2019~2020 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有 47.96%的同学即使到了大学

阶段仍然没有接受过性心理教育或根本不清楚是否有性心理教育课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0)。朋辈心

理咨询师在性心理教育领域有着特殊的社会重要性，他们以卡尔·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

论基础，通过及时提供心理支持和咨询，帮助大学生识别和处理性心理问题，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个

人成长。由于与学生年龄相近，朋辈心理咨询师更容易获得学生的信任，使得性教育信息的传递更为顺

畅和有效。他们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的性心理教育和咨询，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

通过教育和咨询提高学生对性健康的认识，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性观念和行为习惯。朋辈心理咨询师的

工作还有助于及时发现学生的性心理困扰，提前介入预防可能的心理问题或危机，并协助建立校园内的

性心理健康支持网络。在专业心理咨询师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朋辈心理咨询师作为有效的补充，扩大了

性心理教育的覆盖面，对于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和支持的校园文化，推广和接受性心理教育具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个完整的朋辈心理互助队伍体系和制度体系显得极为关键。 
(一) 朋辈心理咨询师能够提升性心理教育的接受度 
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知识认识存在误区，但对性行为的观念却越来越开放，与之对生殖

健康方面知识的需求也就越来越高，所以学生群体往往比成人群体面临更大的生殖风险和挑战(徐加伟等，

2020)。相比于长辈、老师、亲戚而言，我们往往更愿意与同龄人交流更隐私的话题。朋辈心理咨询师作

为学生群体或与学生群体接触密切的一员，能够更容易地接纳和共情来访者，更理解来访者的内心状态，

尤其是在性心理领域，朋辈心理咨询师对于咨询关系的建立以及访谈内容的推进有着更大的优势。在

对开展性心理教育活动方法和方式的倾向性方面，76.9%的学生认为同伴教育模式比传统课程教学更容

易接受(徐加伟等，2020)。这就证明，探索朋辈心理咨询师性心理教育与干预体系是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接

受度的。 
(二) 朋辈心理咨询师能够改善性心理教育环境 
朋辈心理咨询师能够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接纳与支持。同时，依托学生社团，朋

辈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策划和组织性心理教育相关活动，扩大性心理教育宣传覆盖面，营造一个具有开

放、科学、积极的性心理教育支持环境，多渠道拓宽性心理教育干预体系通道，让学生更方便地获取到

性心理健康领域的朋辈支持。此外，朋辈心理咨询师在一对一进行咨询和辅导时，不仅能够给予来访者

支持帮助其解决性心理方面的困惑，同时也能提升自身性心理健康领域防线，提升自我效能感，在整个

咨询环境呈现“1 + 1 > 2”的效果，大大提升了性心理教育传播的效率。 

5. 朋辈心理咨询团的性心理教育理论依据及其制度体系 

朋辈心理咨询师团队可以形成“以高校心理中心为统筹，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以高校心理教师为指

导”的性心理健康教育制度体系，建立“高校–心理中心–心理教师–朋辈心理咨询团”“垂直培养”和

“专业课程 + 专业督导”“双轨并行”的保障制度。依据以卡尔·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

论基础，强调个体的自我接纳和自尊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罗杰斯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是

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核心，将人本主义的原理应用于探索教育改革问题，发展了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人

本主义教育理论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尊重人、发展人的哲学思想在教育领域内的延伸反映(高利芳等，

2022)。高校朋辈心理咨询师应以此理论体系为根基，结合各项心理咨询技术，并融合本高校心理健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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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施方案，依托校团委、学生会、学生社团全方位覆盖学生群体。与此同时，高校校团委以及心理中

心可以共同编写出版印制《朋辈心理咨询制度体系规范》《朋辈心理咨询工作手册》，规范与手册内可

充分体现咨询过程中所必要的伦理规范，技术形式，预警体系等。如条件允许，校医务室应与心理中心

构建绿色通道，对于可能患有性传播疾病的同学提供保密专业的求助通道。 

6. 朋辈心理咨询团的性心理教育团队培养体系 

(一) 人员的选拔 
前文有所提到，朋辈心理咨询师并非所有同龄人能够担任的，他们需要一定的个人素质及知识水平

等才能更好的在一对一的咨询辅导过程中呈现更加自如的状态。所以，为更利于培养高校朋辈心理咨询

师，建立起朋辈心理咨询团，确保咨询伦理能够得到有效约束，咨询过程关系趋于稳定。设计编写朋辈

心理咨询师选拔评估表(见表 1)，由专职心理教师进行多方位评估考量是有必要的。此外，学生的选定还

应通过二级院系进行初选、大学辅导员亲自推荐、校级学生组织自荐等形式结合进行，设置人员数量在

本校在读学生的 1:200 为佳。 
 
Table 1. Peer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form 
表 1. 朋辈心理咨询师评估选拔表 

评估领域 主要评估内容 评估形式 

综合态度 学生是否热爱心理学领域、是否有较好的接纳能力等 面对面访谈 

原生家庭 学生是否还存在重大原生家庭心理创伤 面对面访谈 

个人议题 学生是否还存在未处理完且影响学习生活的个人议题 面对面访谈 

学生专业 学生是否为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类相关专业  

素拓活动 学生日常是否积极参与各项素质拓展活动 学分考核 

担任职务 学生是否在校内担任各项职务  

个人评价 学生是否与其他身边的同学关系处理较好 他评量表 

 
Table 2. Peer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course training form 
表 2. 朋辈心理咨询师课程培训表 

培训领域 主要培训内容 培训形式 

专业知识 基础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等 线下课堂 

沟通技巧 心理咨询流派、心理咨询面谈技术、心理咨询核心观点等 线下课堂 

性心理 性与生殖、传染性疾病学、性心理咨询等 线下课堂 

危机干预 常见心理危机、心理预警、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等 线下课堂 

伦理规范 心理咨询伦理、保密原则、双重关系等 线下课堂 

个人体验 学生自身体验正式心理咨询 面对面访谈 

综合活动 咨询实践、素质拓展活动、团体辅导活动  

 
(二) 课程的设置 
经过一系列人员的选拔后，定期系统开展朋辈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课程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课程内

容整体呈现围绕“通俗化、应用化、针对化”的三大主题，采取教学与实践“双管齐下”的教学方式，知

识学习、个人体验、咨询实践和专业督导“四元一体”的培养路径，也就需要设置专门的讲师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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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见表 2)。讲师建议由在校专职心理教师担任，此教师需有专业的学历背景、丰富的咨询经验、性咨

询领域的相关研究经历等，课程中应该涵盖心理咨询的基础知识、沟通技巧、性心理、情绪管理、危机

干预、伦理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课程尽量采取线下教学的方式以增强授课效率，尽量避免 1 对 100 的

大课堂授课形式。 
(三) 人员的考核 
朋辈心理咨询师需要有严格的考核流程，把好朋辈心理咨询师的最后一关，此项流程不仅检验朋辈

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能力，也确保他们在日后的工作过程当中保持高标准的服务质量，在进入考核(见表 3)
之前，经过培训的学生需要提交一份不少于一千字的书面报告，报告中需要包含个人心理分析、培训内

容报告、咨询态度表述等相关信息由评估小组(由校团委负责人、专职心理教师、朋辈心理咨询团团长组

成)进行评估。 
 
Table 3. Peer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form 
表 3. 朋辈心理咨询师考核评价表 

考核领域 主要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专业知识 心理学基础知识、性与性心理健康知识、伦理规范制度等 纸质试卷 

咨询技术 沟通技巧、共情、提问方式等 模拟咨询 

个人报告 综合评估 面试 

7. 朋辈心理咨询团的可持续发展考虑 

当朋辈心理咨询团的体系顺利推进并完善后，就亟需关注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身为通过一系

列流程的正式朋辈心理咨询师，学生应按照相应伦理规范签署保密协议，应保证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

与来访者“双向保密”。在激励方面，高校可颁发聘书并给予该学生相应的素质拓展分数。其次，在安排

朋辈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咨询时，应由团长初步判定来访者的问题程度，将问题较为缓和的来访分配至

新晋朋辈心理咨询师下，团长还应及时观察每位朋辈心理咨询师的状态，如发现状态较差或咨询师主动

求助，应及时反馈至心理教师进行专业督导，与此同时，心理教师也应定期对朋辈心理咨询师逐一进行

督导，及时督导其是否存在严重违反伦理规范的情况，解决咨询师在咨询过程当中遇到或遗留的问题。 
学校也应定期激励优秀的朋辈心理咨询师，授予相应荣誉，也应在每届高校“5.25 心理健康月”系

列活动内进行表彰，以调动其积极性与参与度。对于想要退出或因违反《朋辈心理咨询制度体系规范》

《朋辈心理咨询工作手册》需要被迫退出的同学，原则上应与心理教师进行面对面访谈，评估其是否因

为该项工作对学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有，应及时处理。 

8. 关于性紧急事件的处理 

面对紧急事件，也应有较为规范的干预流程，当朋辈心理咨询师遇到无法掌控的局面时，应及时转

介至心理教师，心理教师评估后如无法接手，应主动上报领导至心理专科医院或三甲医院相关科室。若

经朋辈心理咨询师访谈后，发现学生确有高危性行为或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性行为，应在来访允许且知情

的情况下及时与心理教师对接并采取相关措施，以上所有流程均按严格保密流程进行。 

9. 朋辈心理咨询师性心理教育与干预体系的不足与挑战 

(一) 朋辈心理咨询师的公众羞耻感 
尽管有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对于性观念态度较为开放，但当有学生群体专职负责此项领域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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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会有公众羞耻感，这就致使一部分学生想要在该领域工作，但碍于同学群体间的交往，更多的同学选

择放弃。 
(二) 教师精力不足 
现阶段，我国高校专职心理教师普遍数量不足，大多高校心理教师配备数量甚至不符合教育部要求

的按师生比不低于 1:4000 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这就导致在面临高校学生数量庞大的基础下，

额外进行朋辈心理咨询团的选拔、培训、督导等工作，使得屈指可数的专职心理教师严重精力不足，这

就大大降低了高校培养朋辈心理咨询团的质量。 
(三) 咨询对象特殊 
在原本处于学习初期的朋辈心理咨询师面对以往经验并不谈及的性心理相关问题，咨询师自身可能

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反应或呈现更和谐的咨询姿态，这就导致在推进咨询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困难。

由于心理咨询工作的特殊性，在正式咨询过程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处于一对一访谈并且具有一定隐私性，

心理教师无法在其身旁进行督导，这就导致在谈及性相关领域及问题时，来访者或咨询师也更容易出现

移情和反移情等问题，这类问题身为学生往往不能及时发觉并处理，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一走到底。 
(四) 高校缺乏领导支持 
文章开头有所提及，“性”相关领域并不是我国本土侃侃而谈的话题，虽说该项工作符合教育部“三

全育人”的政策方针，但在我国原本缺乏性教育专项课程体系的基础背景下，涉及此类敏感话题，高校

领导在把握其界限时也左右为难，这就让有关“性”领域的高校工作并不受高校领导“待见”。 

10. 结语与未来展望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深入探讨了朋辈心理咨询师在性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体系中的关键角色，揭示

了他们在大学生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朋辈心理咨询师的社会重要性体现在他们能够以同龄人的

身份，更容易地打破文化禁忌，为学生提供及时且有效的性心理健康支持。朋辈心理咨询师的心理干预

体系的心理学理论依据，为他们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他们的工作既科学又人文。这些理论

不仅指导了朋辈心理咨询师的选拔、培训和实践，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处理复杂性心理问题的策略和方

法。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性健康的认识，还能够促进学生建立正确的性观念和行为习惯，

从而在预防性心理问题、促进性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面向未来，我们认为朋辈心理咨询师的培养和性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首先，

朋辈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培训应更加系统和深入，通过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

咨询技巧。其次，高校应增加对性心理健康教育的投入，包括师资培训、教材更新和教育活动创新，以

提升教育的覆盖面和深度。 
此外，高校管理层和社会应更加重视性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为性心理健

康教育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环境。这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参与。 
朋辈心理咨询师团队的持续发展同样不容忽视。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评估体系，可以确保团

队成员的积极性和专业成长。在紧急情况下，应制定明确的应对流程和干预措施，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及

时和专业的帮助。 
在处理性紧急事件时，朋辈心理咨询师应具备快速反应和有效沟通的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及时转介

至专业心理教师或医疗机构。同时，高校应建立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

支持。 
总之，朋辈心理咨询师性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高校、社

会各界和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关注。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有信心这一体系将得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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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为大学生的性心理健康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积极的性心理观

念，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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