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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系统剖析高校心理健康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地位。开篇详述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给

高校教育及个人成长带来的挑战，凸显研究的迫切性。深入解析大学生心理健康内涵与标准，明确其多

维度的构成要素。全面阐述高校心理健康对大学生品德形成、智力发展与审美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如

通过稳定情绪与积极认知助力道德判断与情感激发，以良好心态促进学习动力与创新实践能力增长，借

敏锐感知与积极心态推动审美感知与创造。细致探究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个体、家庭、学校及社会因

素，指出人格特质差异、自我认知偏差、家庭教养不当、学业与人际压力以及社会竞争与价值冲突等的

影响路径。审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发现课程体系的不完善、咨询服务的局限及师资队伍的不足。

最后提出优化教育体系、强化咨询辅导、加强师资建设及构建多元支持网络等策略，为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助力大学生在良好心理健康状态下实现全面成长成才，成为适应社会且富有创造

力与品德修养的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特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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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position of mental healt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opening chapter detail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college educa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highlighting the urgency of researc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tandard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clarification of its multi-dimensional component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 mechanism of mental healt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moral formation,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aesthetic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uch as helping moral judgment and emotional stimulation through stabilizing emotions 
and positive cognitio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ability 
with a good attitude, and promoting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creation through keen perception and 
positive attitud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oints out the influencing paths of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self-
perception biases, improper family upbringing, academic and interpersonal pressure, and social com-
petition and value conflic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finds that the curriculum system is imperfect, the consulting services 
are limited, and the teaching staff is insufficient. Finally, strategies such as optimiz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counseling and counseling, strengthening teacher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a 
diversified support network are proposed,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lp college students achieve all-round growth 
and success in a good state of mental health, and become the pillars of creativity and moral cultivation 
who adapt to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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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之才，其成长成才备受关注。

高校犹如一座巨大的人才塑造基地，不仅肩负着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重任，更承担着塑造学生健全人

格、培养良好心理素质的任务[1]。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迁、竞争压力的与日俱增以及多元文

化的强烈冲击，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凸显，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2]。数据显示，

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因心理问题导致学业受阻、社交障碍甚至

危及生命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犹如一声声警报，在高校教育的殿堂中回荡，深刻地警示着我

们：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乎其个人的成长轨迹与未来发展，更与高校教育的整体成效紧密相连

[3]。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绝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各个方面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它犹

如一颗种子，深埋于大学生品德修养的土壤中，为道德认知的生根发芽、道德情感的茁壮成长以及道德

行为的繁花盛果提供不可或缺的养分；它恰似一盏明灯，照亮大学生智力探索的崎岖道路，激发学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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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引擎，助力创新思维的羽翼丰满，从而推动学业进步与个人潜能的充分释放；它又宛如一把画笔，

为大学生的审美世界增添绚丽色彩，敏锐其感知美的触角，点燃创造美的激情火焰，使他们能够在艺术

与生活的交融中领略人性的光辉与世界的奇妙[4] [5]。深入探究高校心理健康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核心

地位，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于理论层面而言，它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高等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

为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与路径；于实践层面而言，能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

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使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有章可循、有的放矢，从而更加精准地

助力大学生驱散心灵的阴霾，筑牢心理健康的坚固防线，使其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与健全的人格特质迎接未来社会的重重挑战，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福祉贡献自己的

力量[6]。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内涵与标准 

2.1. 心理健康的定义 

心理健康是指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心理

健康的定义为 “不仅仅是没有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而是一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上的完好状态”，

更涵盖了个体在智力、情绪、意志、行为、人际关系、适应环境以及心理特点与年龄相符等多个方面的

良好表现与平衡发展[7]。从认知层面来看，心理健康的个体具备清晰、准确的感知、记忆、思维与想象

能力，能够对周围世界进行客观地认识与理解；在情绪方面，能够合理地体验、表达与调节自身情绪，

保持情绪的稳定性与适度性；意志上表现为具有明确的目标追求，能够自觉地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努

力实现目标；行为上则符合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举止得体、行为有序；人际关系方面善于与他人建立

并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其心理特点如兴趣、爱好、

性格等与所处年龄阶段相契合，展现出相应的心理成熟度与发展性[8]。 

2.2.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对于大学生而言，其心理健康标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针对性。在认知方面，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

与思维品质，能够积极主动地探索新知识，对事物保持好奇心与求知欲，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

意识；情感上，能够体验到丰富且积极的情感，如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具有同情心与责任感等，情绪调

控能力较强，能够有效应对挫折与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9]。意志层面表现为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与自我

约束能力，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能够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有明确的学业与职业规划并努力付诸实践；

行为上遵守校园规章制度与社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模式，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与校园

活动；人际关系方面能够与同学、老师、家人等建立和谐、亲密的关系，善于沟通交流、理解包容他人，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自我意识清晰，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对自我价值有客观的评价与积极

的认同，具有适度的自尊与自信，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目标并不断完善自我[10]。 

3. 高校心理健康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 

3.1. 助力良好品德形成 

3.1.1. 培养道德认知与判断 
依道德发展理论，心理健康的大学生认知功能正常，能依内心道德准则，如公平、正义等，对道德

现象与行为深入思考分析，准确判断复杂社会现象及人际关系中的是非善恶。如面对学术不端，能明辨

其违背学术道德、损害学术环境，坚决抵制并倡导诚信，为良好品德形成筑牢基础，使其道德抉择时坚

守正道，不为外界干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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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激发道德情感与行为 
从情绪感染与动机激发理论看，积极心理状态可激发大学生强烈道德情感。内心充满关爱等积极情

绪时，易对他人困境共鸣同情，催生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动机与行为[12]。如志愿者服务中，他们能感

受被助者需求与感激，强化道德行为，更主动投身公益，在实践中践行升华品德，情感与行为相互促进，

循环提升品德修养。 

3.2. 促进智力协调发展 

3.2.1. 提升学习动力与效率 
以学习动机理论为基础，心理健康的大学生具积极学习心态与内在动力，视学习为自我成长关键，

非仅应付考试。内在动力使其学习专注投入，主动探索知识、思考解题。如主动参与课堂讨论、课后研

读文献、开展实验研究等拓宽知识视野，且能合理规划学习时间、制定科学计划、运用有效策略，提高

学习效率，为职业发展奠定知识根基[13]。 

3.2.2. 增强创新与实践能力 
据创造力理论，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思维开放、想象丰富，勇于突破传统、提出新观点，探索未知领

域。面对学术或社会实践问题，能多角度思考分析，多手段尝试解决，展现较强创新能力。如科技创新

竞赛中，团队成员优势互补，创意方案新颖独特，经努力实践、优化完善获优异成绩，这种能力助其学

术突破，适应社会竞争，实现个人价值[14]。 

3.3. 推动审美能力提升 

3.3.1. 培养审美感知与鉴赏力 
依审美心理学，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感知敏锐、情感细腻，能敏锐捕捉自然与艺术作品中的美感元素，

如绘画的色彩构图、音乐的节奏韵律等，且具审美知识与文化素养，能借美学理论深入分析鉴赏审美对

象，理解其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15]。如赏古典绘画，不仅赏外在形式美，还能洞悉历史背景、创作意图

与情感思想，收获深刻丰富的审美体验。 

3.3.2. 激发审美创造与表现力 
从创造心理学角度，积极心理为大学生审美创造与表现提供动力源泉。内心充满对美的热爱追求时，

他们积极将审美感悟表达，展现独特创造力与表现力[16]。在校园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艺术创作展览中，

能发挥特长想象，创作个性创意作品或精彩表演，诠释对美的理解，丰富校园生活，培养创新思维，提

升艺术修养，促进个性全面发展与人格完善。 

4.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探析 

4.1. 个体因素 

4.1.1. 人格特质 
人格心理学表明，人格特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显著。外向性人格的学生善于社交、开朗乐观，面

对压力能积极寻求支持，更易适应大学生活；神经质人格特质高的学生情绪稳定性差，易焦虑抑郁，对学

业压力和人际冲突等更为敏感，易产生心理困扰[17]。责任心强的学生自律性高、计划性强，能较好完成任

务，减少心理压力；开放性高的学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利于适应多元文化校园环境，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4.1.2.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理论指出，大学生自我认知是否准确关乎心理健康。正确认知能让学生客观认识自身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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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合理评价能力与价值，制定合适目标计划，面对成败心态平和，视成功为努力回报，失败为成长机

会，不断调整完善自我[18]。而错误认知，如过度自负或自卑，则会引发诸多问题。过度自负者高估能力，

遇挫折易产生心理落差，陷入负面情绪；过度自卑者缺乏信心，不敢尝试新事物，易自我封闭、抑郁，阻

碍心理健康与成长成才。 

4.2. 家庭因素 

4.2.1. 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理论显示，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民主型教养家庭，父母尊重孩子个

性与意见，给予自主权与关爱，注重培养独立性与责任感，在此环境成长的大学生自尊自信、社交能力

强、情绪稳定，能积极应对挑战；专制型教养家庭，父母严格控制孩子行为，忽视内心需求与情感表达，

孩子易胆小怯懦、缺乏主见，在大学生活中易出现适应困难与人际紧张问题；溺爱型教养家庭，父母过

度迁就保护孩子，使其缺乏独立性与挫折承受力，面对大学学业压力与竞争环境时，易产生焦虑依赖心

理，难以适应大学生活[19]。 

4.2.2. 家庭氛围与关系 
家庭氛围和谐与否及成员关系亲疏深刻影响大学生心理安全感与情感稳定性。温馨和谐充满爱的家

庭环境，成员相互尊重、支持理解，大学生能感受强烈情感支持与归属感，利于培养积极乐观心态、良

好情绪调节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20]。反之，家庭氛围紧张、矛盾冲突多，如父母争吵频繁、家庭关系冷

漠等，大学生易长期处于焦虑恐惧心理状态，缺乏安全感与信任感，不仅影响心理健康，还可能导致人

际交往回避、敏感等问题，对人格形成发展产生负面影响[21]。 

4.3. 学校因素 

4.3.1. 学业压力 
高校学业压力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高等教育普及与竞争加剧，课程设置复杂，考试

考核制度严格，大学生需在有限时间掌握大量知识技能，完成多种任务，学业压力巨大。长期处于高压

下，学生易产生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22]。如一些专业课程难度大，学生学习遇困难挫折，若不

能及时获有效帮助支持，易丧失学习信心，怀疑自身能力，陷入心理困境。且学业竞争激烈使学生关系

紧张，部分学生不正当竞争，破坏学习氛围，加重自身心理负担与道德压力[23]。 

4.3.2. 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 
教育社会学理论表明，良好师生与同伴关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有积极促进作用。师生关系上，教师

若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关心学习生活，给予鼓励指导，学生能感受关爱支持，建立信任尊重，增强学习

动力兴趣，培养积极心态与良好人际关系；反之，师生关系冷漠紧张，教师缺乏关注理解，学生易抵触

学习，甚至厌学逃学，影响心理健康[24]。同伴关系方面，和谐同伴关系能提供情感支持、社交机会与自

我认同，大学生在交往中学会沟通合作分享包容，增强社交与团队协作能力，丰富校园生活体验；而不

良同伴关系，如校园欺凌、人际冲突等，会使大学生遭受心理创伤，产生孤独、自卑、恐惧等心理问题，

影响心理健康与正常学习生活。 

4.4. 社会因素 

4.4.1. 社会竞争与就业压力 
市场经济下，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极大冲击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期间，学生面临职业

规划压力，需提升综合素质与竞争力以应对毕业后就业竞争。但就业市场不确定性、高学历人才过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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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专业不对口等问题，使大学生求职时充满焦虑迷茫。长期就业压力易导致学生自信心下降、自我怀

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影响职业选择与人生发展方向。如部分学生多次求职失败后，质疑自身能力，

陷入消极状态，放弃理想职业追求，选择与兴趣专业不符工作，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也给心理健康带

来长期负面影响。 

4.4.2. 多元文化与价值冲突 
文化社会学视角下，全球化加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不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冲突并存。大学

生作为活跃敏感群体，更易受其影响。面对多元文化与价值选择，大学生可能出现价值观困惑与自我认

同危机。如传统儒家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互冲突，大学生在接受

两种文化教育时，可能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间纠结矛盾，不知如何抉择，内心产生焦虑不安，影响心

理健康与人格稳定发展[25]。 

5.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对大学生成长意义重大，然而当前其现状喜忧参半，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与困境，

仍需深入剖析并寻求改进之策。 
在教育体系与课程设置上，虽已开设部分基础必修及选修课程，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但

课程体系仍不完善。课程种类缺乏针对不同专业与个体需求的精细设计，理工科与文科学生的特殊心理

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课程层次以普及性为主，进阶课程稀缺，难以适应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变化。

覆盖面不均衡，研究生与专科生课程薄弱，且与其他学科融合不足，限制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全面性与深

入性。课程内容时效性差，对网络时代新问题涉及有限，也未充分考虑学生个体差异。教学方法上，传

统讲授式主导，互动式教学不足，实践教学环节薄弱，致使学生参与度低，知识内化困难，难以将理论

应用于实际心理调适[26]。 
心理咨询与辅导服务方面，专业性是关键。咨询师需具备多领域心理学知识与多种咨询技能，如认

知行为疗法、人本主义疗法等，同时要有良好沟通与同理心，才能深入理解学生问题并制定个性化方案。

咨询设施要完备，营造舒适私密环境并配备测评工具，为咨询提供客观依据。咨询时间安排与预约流程

应便捷，高校需兼顾学生课程与课余时间，设置多样咨询时段并简化预约程序，还应建立严格档案管理

制度保护隐私。个性化辅导服务也至关重要，要依据学生成长背景、性格等定制方案，综合运用多种理

论技术及艺术、音乐、运动等辅助方法，构建良好辅导关系，引导学生将辅导收获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

心理成长。 
师资队伍建设呈现出专业背景多元但数量不足的特点。教师涵盖心理学各细分领域及教育学、社会

学等相关学科，为心理健康教育带来多视角分析。但师生比例失衡，如部分高校高达 1:5000，使教师工

作繁重，无法深入关注学生，心理危机处理及时性难以保证。高校虽有校内培训、校外进修和学术会议

等多层次培训体系，但部分培训内容理论与实践脱节，对新方法技术讲解不够深入系统，且受时间和资

源限制，教师难以全面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27]。 
面对这些问题，高校应积极构建科学合理课程体系，依大学生心理发展阶段设置课程，如大一适应

课程、大二人际关系课程等，并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融入积极心理学元素，结合热点更新案例，运用

多媒体与体验式教学，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强化心理咨询与辅导功能，提升咨询师专业素养，建立

健全督导机制，拓展团体辅导、网络辅导等形式，深化辅导体系，针对不同年级专业设计方案。充实优

化师资队伍，提高待遇吸引人才，拓宽招聘渠道，优化队伍结构，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建立完善培训体

系，包括丰富校内培训内容、支持校外进修与学术交流，完善职称晋升机制激励教师成长。同时，构建

全方位心理健康支持网络，家庭与学校协同合作，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统一教育理念与方法；学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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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整合，与专业机构、公益组织、医疗机构合作，搭建多元服务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营造 
“三位一体”的良好心理健康教育环境，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助力其全面成长成才[28]。 

6. 结论 

本研究全面深入地剖析了高校心理健康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核心地位、影响因素、现存问题及应

对策略，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予以展望。心理健康在大学生品德、智力、审美等多方面成长中作用显著，

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但大学生心理健康受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诸多因素交互影响，面临复杂

挑战。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虽有进展，然在教育体系、咨询服务、师资队伍等方面仍存缺陷。为改善

现状，应着力构建科学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手段、提升咨询质量、拓展辅导形式、优化师资并构建全方

位支持网络。展望未来，跨文化研究、大数据应用、积极心理学融合以及生态化研究将成为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的重要拓展方向，有望为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其成长成才开辟新的路径与视野，

助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迈向更高质量、更具成效的新阶段，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求与大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为社会培育更多心理健全、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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