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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unselors are the promoters and implementers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grated its own management experience, School of Econom-
ics and Management, Sha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mplements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from 
all directions and angles. Take the class as the unit to set up the counselor,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udents’ daily managemen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work, and strive to mak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and mental health work more effectively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ir learning and growth,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the work ef�cienc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model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work of 
counselors, and our school has taken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assist in the implementation: to implement the work allowance for coun-
selors as head teachers and full-time and part-time counselors; to promote counselors to carry out daily work and encourage student 
associations to assist in management; the Student Work Department to develop a scienti�c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unselo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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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浅谈　
王潇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300　

摘　要

高职院校中，辅导员是进行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的推动者与实施者。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结合高职院校
教育教学特点，融合自身管理经验，全方位、多角度落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以班级为单位设置辅导员，紧抓思想政
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力争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心理健康工作更加有效地贯穿于学生学习和
成长的全过程，提升院校管理水平和工作具体实效。该模式对辅导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院采取如下措施协助实施：
落实辅导员担任班主任和专兼职辅导员的工作津贴；促进辅导员开展日常工作，鼓励学生社团协助管理；学工部制定科学有
效的辅导员工作考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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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曾指出，

教育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而高职学生

的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同等重要。同时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心理教

育和疏导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落实者。 

当前，中国高校学院层面学生工作中涉及到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工作人员主要有专兼职辅导员、班主任、学生党

支部书记、学院心理辅导教师。其中，班主任一般是辅导员

担当的，某些学院为了减轻辅导员工作任务，也会明确辅导

员不担任班主任，称为兼职辅导员，而学生日常生活则由班

主任负责。学生会参与协助辅导员工作的学生一般由品学兼

优、各方面能力较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构成。学工部的

工作人员一般参与制定学生管理、辅导员管理方面的政策与

服务。这三方面共同协作，完成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但是由

于辅导员成分、学生会学生管理经验、学工部政策的实效性

等多方面客观因素造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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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然事件，突发性事件的管理不够及时，以及归口管理多、

管理难等因素的存在，始终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甚至由于辅

导员自身原因，工作经验少、年龄年轻、年龄过大等因素，

辅导员自身有的甚至没有积累，一直在重复日常性工作。

我校多方面研究教育教学相关政策，根据教育部 2014 年

颁布的《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规定，辅

导员要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

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危

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等九项

职能。我校辅导员分为专职辅导员、兼职辅导员两大类，其

中专职辅导员负责 150-250 名学生，（符合教育部文件规定

的师生比是 1:200 左右，因编制、人员组成、工作分工等主客

观因素，各个学校可能略有偏差）。兼职辅导员负责一个行

政班，约 20-40 名学生的工作。学工部在安排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中，同时也设置学生事务科，以处理学生日常

事务性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科室的工作人员也是由辅导

员或者有多年辅导员经历的教师来担任的。每个系部办公室

有专员负责学生工作、教学工作、教师工作，每个办公室设

置一名负责人，系部负责学生工作的专员管理该系部的所有

辅导员，该系部每个专业有至少一名专职辅导员或兼职辅导

员（设置辅导员数量与该专业学生数目有关），实行辅导员

负责制，从新生入学到学生毕业就业，辅导员全面负责该专

业或者该班级的日常管理、学生心理教育、就业辅导、就业

跟踪等相关事宜。这样有利于管理与服务，学生从入学到毕

业离校，辅导员可以连续工作，不会出现断层，或者中途更

换辅导员，避免了管理以及学生抵触等现象的发生。这样也

有利于辅导员的职业发展，经过几轮的工作后，辅导员熟悉

各自职能范围内的业务，了解相应的国家政策方针，熟悉学

生发展、管理规律，也有利于自身的成长以及岗位专业化需求。

从新生入学到学生毕业离校，全过程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

育，确保学生工作与辅导员自身发展可持续发展。

辅导员即班主任，班主任也是辅导员。双岗合一，职责

合一，这不仅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需要进行班级日

常事务管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两者相互结合，互

相促进。因此，推行辅导员兼任班主任的制度，一方面有利

于辅导员统筹日常辅导、班级管理工作，能从整体上思考如

何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两者

相辅相成；另一个方面，提高班主任与专兼职辅导员的成就

感与幸福感，担任班主任时，在经济收入上给予一定补助。

我院自实行三位一体制度以来，学生管理方面效果显著，

与实行该制度以前比较，学生在入学后对学校认同感的调查

中，满意度由 81.2% 提升到 90.4%，在对大三年级即将就业的

毕业生进行抽样心理调研的反馈中，学生普遍表示，在校期间，

不更换班主任及辅导员这项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

的心理适应能力，照顾到了学生的感情。学院办公室在年末

总结中，也表示开展工作更加顺利，各项工作会议中，辅导

员能更加清晰的领会到会议精神，并顺利开展实施。

在打通专兼职辅导员与班主任双岗合一后，学院利用学

生会先锋带头作用，以锻炼学生管理、社交与适应能力，在

一定程度上，让优秀学生带动全校学生，守纪律、有理想、

有抱负，健康身体，充实思想，与教师辅导员共同管理，协

助辅导员实施班级管理及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

工作过程中，充分引导学生会干部、成员，起到带头作用，

按时起床、早操，按时上课、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

按时晚自习，早睡早起，保持好宿舍卫生，体现当代大学生

优良的精神面貌。

2 三位一体制度

三位一体制度是在充分体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

政治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的一套科学

的体制。制度实施后，辅导员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有一定

程度的减少，但是工作效率、工作效果却大大提升。

3 实施三位一体制度的具体措施

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我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

有了一定基础，全面推进了我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设。

其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营造了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辅导员相应学

校号召，在班级上，顺利营造出一个良好心理健康教育的环境，

在校园集体活动中，组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来提高大学生参

与活动的积极性，比如利用“心理健康活动月”、“心理话

剧大赛”、“心理知识大竞赛”等活动为契机，开展丰富多

彩的心理活动，如心理情景剧、心理学电影赏析、心理团辅

游戏等等，以此来增强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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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鼓励同学参加文体活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

有参与到团体中来，才能享受到团体、团队带来的快乐。充

分鼓励学生开展定期的体育活动，尤其是集体项目的体育活

动，可以提高社会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沟通交流能力的有效策

略，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例如“银羽杯”乒羽比赛、

冬季越野赛、夏季运动会、趣味运动会、“国防杯”篮球、足球、

排球比赛等，丰富在校大学生的业余生活，让他们感受到团队、

竞技、成就感等心理满足。

第三，定期推进心理社团建设，辅导员充当心理社团指

导老师，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过程，同时，

作为指导老师，对心理社团的方向以及发展提出引导，开展

多项社团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做到让学生远

离网吧、游戏厅，参与到丰富、有趣的心理活动中来。同时，

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通过对社团专业的指导，打造精

品社团的同时也能够增强社团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学生带

动学生的作用，避免单纯由老师进行说教的心理教育方式。

第四，知行合一，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结合起来。不仅进行思想、心理教育，还要让学生行

动起来，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起者和实施

者，所以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结合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通常会

与行为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

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更好的成长成才。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

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以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题班会为载体，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穿插进去，同时

辅导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工作方法，让同学们更多的参与其

中，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 [1-2]。

第五，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特性，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不仅要覆盖面广，还要进行定点精确辅导。这就要

求辅导员在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不能盲

从，要结合实际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时，

充分了解班级学生家庭状况，学生心理状态等。例如刚入校

的大学新生，需要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应以提高

他们环境适应能力为主，针对在校的大二大三的学生，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应是人际关系和情绪控制这方

面的。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

内容应是就业和择业方面的知识为主，同时，加强对在校学

生的三观“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的正确树立，结合高

职院校的特点，贯彻合适的职业观，培养学生具有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性格特点。

第六，充分利用网络社交 APP 以及新媒体等，及时关注

学生动态。现在的高职院校学生多为 90 后、00 后，接收新鲜

事物能力强。因此，辅导员要运用网络新媒体来开展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如通过抖音、贴吧、 QQ、微博、朋友圈

等与学生建立联系，关注大学生心理状况。高校辅导员还应

主动占领网络阵地，关注网络热门事件，与学生进行探讨，

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拉近和他们的距离。对于一些特殊的

学生，如家庭遭遇变故、失恋的、学业压力较大的学生，辅

导员应利用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解开心结 [2-3]。

4 结语

总之，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群体，这

些学生不仅要面对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等，同时，由于年龄

特点，社交压力、感情压力，甚至由于家庭困难，还要面对

生存压力等一列压力。因此，如何让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具备

一定的心理健康调节能力，需要高校辅导员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结合专业知识，帮助学生调节心理状态，解决心理问题。

做到授人以鱼，同时授人以渔，不仅解决学生心理问题，还

教会学生如何解决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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