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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探索发展、全面普及、逐步完善四个阶段。

本文统计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应用情况及不同时期具体理论的发展状态，归纳了我国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整体发展趋势，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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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源起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1936 年于南京成立的中国卫生协会，促

进了当时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1］。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

和理论为主并在工作实践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

1  不同时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应用情况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经历了恢复重建（1978—1989）、探索发展（1990—1999）、

全面普及（2000—2009）、逐步完善（2010—至今）四个阶段［2，3］。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主要包括精

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积极心理学、表达性心理

治疗理论、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团体心理辅导理论。本节主要从书籍、论文、心理教育应用研究方面的

文献数量分阶段论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应用情况。

1.1  四个阶段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书籍数量

首先，通过国家图书馆，搜索题名有“大学生”并含“心理”的图书，设定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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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搜到的图书，筛选掉不符合要求的图书，结果见表 1。

表 1  四个阶段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书籍数量

Table1  The quantity of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books in four stages

理论名称 1978—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至今
书籍数量总和 13 85 580 1900
精神分析理论
行为主义理论 1
人本主义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
素质教育理论 2 30

积极心理学 3
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1
团体心理辅导理论 3

表达性心理治疗理论

在恢复重建阶段，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是以整合的方式被应用到教材中，到探索发展阶段逐渐开始有

书籍就某一理论进行专门介绍。在全面普及阶段，涌现出大量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书籍，其中关于

素质教育理论的专著数量最多。同前几个时期相比，逐步完善阶段书籍数量明显大幅度增加，说明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已成为社会、教育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

通过不同阶段理论书籍数量的统计可见传统三大流派理论体系在一本书中无法详尽，高校教育主要

将其理论思想融入书中，以滴灌的方式渗透大学生内心。

1.2  四个阶段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同理论文献数量

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中的条件里选择篇名为“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人力资本理

论”“素质教育理论”“积极心理学”“危机干预”“团体辅导”和“表达心理”等词，其中表达性心

理治疗理论涵盖绘画治疗、沙盘治疗、心理剧及舞动治疗四个方面，设定每个阶段的时间节点，筛掉不

符合要求的文献，结果见表 2。

表 2  四个阶段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同理论文献数量

Table 2  The quantity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documents of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four stages

理论名称 1978—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至今
精神分析理论 93 135 942 1673
行为主义理论 22 40 191 222
人本主义理论 81 189 1336 1723
人力资本理论 8 55 397 241
素质教育理论 0 176 452 248

积极心理学 0 0 463 5251
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2 21 662 1287
团体心理辅导理论 0 13 603 3456

表达性心理治疗理论 8 36 190 937
总量 214 665 5236 1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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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及人本主义传统三大理论流派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主

要对象。

探索发展时期人力资本理论和素质教育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团体心

理辅导理论的研究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关于表达性心理治疗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积极心

理学、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及团体心理辅导理论发展迅速，成为日后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面。

理论研究侧重点的发展同时折射出时代的发展特征，高校更加注重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深入贯彻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提升、培养前置，将预防和干预两者结合起来，工作更

加细致化、制度化、精准化，以提高大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1.3  四个阶段不同理论在心理教育应用研究方面的文献数量

在表 2 的基础上，再加入“教育”或“心理”这两个关键词，搜索出表 3 所示不同理论在各个阶段

心理教育应用方面的文献数量。

表 3  1978—1989 不同理论在心理教育应用研究方面的文献数量

Table 3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heories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from 1978 to 1989 

理论名称 1978—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至今
精神分析理论 0 5 17 26
行为主义理论 0 2 13 32
人本主义理论 6 15 289 423
人力资本理论 1 6 60 43
素质教育理论 0 176 452 248

积极心理学 0 0 90 1197
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0 0 21 48
团体心理辅导理论 0 3 58 359

表达性心理治疗理论 8 36 122 756
总量 15 243 1122 3132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恢复重建阶段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纯理论的相关研究，直到

探索发展阶段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才逐渐兴起。全面普及阶段从人力资本和素质教育理论开始，心

理健康教育相关研究不再局限于纯理论研究，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同时，积极心理

学的广泛应用，从传统的病理性心理学转向发掘个体自身的积极人格特质、心理潜能，使学生能够更加

积极阳光的姿态面对生活；表达性心理治疗和团体辅导理论的应用，丰富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咨询

手段、教学方式及团辅活动。

2  不同时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概述

根据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理论的产生及研究兴起的时间，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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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萌芽起步阶段（1978—1989）

2.1.1  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由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 19 世纪 20 年代创建。该理论认为个

体当前的人格特征、行为模式等是儿童早期心理经验在其内心世界的残存。个体毕生发展过程中不断

经历各种丧失，但通过这个过程逐渐形成对于自我稳定而清晰的意识，拥有作为同外界发生联系的能

力。这些观点深化了人们对人性的理解和人的本质的看法，为人类进一步深入探索自身精神世界开创

了新纪元［14，4，5］。

奠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的精神动力治疗理论主张“潜意识”在心理障碍或人格障碍的形成中起

决定作用，心理咨询通过识别、澄清、解释、修通，分析来访者的阻抗、移情，实现潜意识内容意识化，

帮助来访者识别行为背后的潜意识冲突、自我防御机制，以达到改变行为，认识自我的目的［6］。

研究表明，在高校心理咨询的实际应用中，因精神动力治疗技术咨询时间过长、咨询效果缓慢、对

咨询师要求过高等原因而较少运用。鉴于国内各高校心理咨询师的数量有限，大多数高校会规定一般个

案的咨询频率为一周一次，6-8 次为一个咨询疗程［7］。长程精神动力分析会使高校心理咨询资源无法流

动，但该理论为心理咨询师深入分析个案，探究行为背后深层内在动力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

2.1.2  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是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盛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行

为主义理论坚持以客观地实验方法研究人和动物的行为，强化了心理学的自然学科特征，同时也扩大了

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行为主义理论不仅应用于教学，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心理

咨询方法如：厌恶疗法、系统脱敏疗法、合理情绪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也作为主要的心理咨询方式被

广泛使用［8］。

相对于其他理论，行为主义强调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重视使用各种外在方式以促使行为发

生符合预期要求的改变，在咨询技术上具有可操作性强、耗时短、见效快、效果可评定等特点。在高校

心理咨询过程中，该理论适用于矫正学生异常行为，如强迫行为、恐惧行为、过度手淫、饮食障碍等［7］。

该理论过于重视外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忽略引起症状的内在心理因素，近些年行为主义治疗同认

知治疗相结合，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认知疗法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并非是由事件本身造成，而是

与个体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治疗通过改变不恰当的认知方式，达到改善情绪和行为的目的。研究表明，

该治疗方法针对存在严重抑郁情绪困扰的学生十分有效［9，10］。

2.1.3  人本主义理论

罗杰斯认为“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和主张，不仅是一种临床心理咨询的方法，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教育方法［11，12］。马斯洛的理论核心是自我实现，强调人的本性、尊严、创造力、价值等，提出动机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理论［13，14］。

人本主义理论十分强调人的价值、尊严、积极情感、自我实现，认为人发展的自然倾向是在生活需

要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对人类高级需要或真善美等心理需要的追求［15］。罗杰斯和马斯洛二人将人本主义

理论观念应用于教育教学当中，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重要观点［13，16］，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强调此观点，

提倡教师是引导者和合作者，以促进学生人格发展、自我实现为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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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稳定的咨询关系是心理咨询起效的重要因素，人本主义坚持“以来访者为中心”的理念，强调

共情、积极关注、无条件的接纳来访者，这种积极且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来访者重新正视并充

分体验过去的思想、情感，激发个体内心自主解决问题的动力，朝着“功能充分发挥的人”方向发展［17］。

在高校心理咨询中，咨询师始终遵循人本主义理论，以共情的、无条件接纳的方式与来访学生建立

良好咨访关系，安全的“容器”更有利于学生倾诉、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而这本身就是治愈的方式之一［7］。

2.2  深入学习阶段（1990—2000）

2.2.1  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

本理论。人力资本是人的能力和素质总和，主要体现在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等方面［18］，

个人通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高其自身人力资本［19］。

人力资本理论更多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指导，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和就业前的心理准备工作奠定了

理论基础，也为学生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获得更强有力的心理能力和心理弹性，更全面的发

挥个体的人力资本，提供咨询思路。 

2.2.2  素质教育理论

“素质教育”最早是针对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出的，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高校素质教

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以及业务素质［20］。

素质教育的提出对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有着深远的意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高校教育，并且促使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不断转变、拓宽思路，树立新的教育理念，以全面系统的教育视角关注大学生的心理教育，

此时素质教育中的心理素质教育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主要内容。

2.3  普及完善阶段（2000—至今）

2.3.1  积极心理学

美国心理学家 Martin E. P. Seligman 于 20 世纪末提出积极心理学［21］，主要研究积极情绪体验、积

极人格特质、积极情绪与健康、积极的社会组织、创造力等方面［22］，目的是通过积极取向的科学心理

学研究推进个体的幸福感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以积极心理学为理念构建新的教育模式，开创新局面、开拓新视野，兼顾学生积

极心理品质培养和心理问题干预两个方面，积极的心理状态本身就能够预防严重心理问题的发生。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不再仅聚焦于“心理问题学生”，更多关注心理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间学生，发展学

生的积极心理潜能和品质，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积极人格，促进形成积极心态。这个动态的行为过程，

提高学生参与度，使其能够积极主动地关心自身心理发展，也在无形中促使师生关系朝向平等、信任的

方向发展［23，24］。

2.3.2  心理危机干预理论

危机干预（Crisis Intervention），也被翻译为“危机介入”或“危机调解”。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采取

紧急的应对方法帮助处于危机、遭受挫折打击或将要发生危险（如自杀）的当事人尽快恢复心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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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度过危机的专业助人过程［25］。

我国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26］，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及相关研究推动高校从宏

观层面构建心理危机多级干预系统，加强医校结合，构建全新的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指标体系，明确该体

系包括搜集、评估、反馈和危机个体干预四个部分［27］。在该理论指导下，高校不断完善危机干预的模式、

方法、具体实施步骤，工作制度更加注重系统化、科学化、可操作性和实效性［28］。实现各部门责任细

化的“全员”参与，完善“学校—院系—学生”三级“全方位”的干预体系，推进从危机发生、发展、

化解的“全过程”干预制度建立。

2.3.3  表达性艺术治疗理论

表达性艺术治疗指心理咨询师采用创造性艺术的模式帮助来访者发现自己的自身的力量，增强心理

功能［7］。目前比较常见的有音乐治疗、舞动治疗、沙盘治疗、心理剧治疗、绘画治疗等方式［29］。其中

绘画治疗、沙盘治疗、心理剧治疗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内容。

“校园心理剧”从 1999 年开展的全国性专题工作坊开始，之后各省、各高校逐渐重视校园心理

剧的开展，组织校园心理剧演出、竞赛等相关活动［30］。表达性艺术治疗拓宽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方式、途径，在调节情绪和改善自我的同时也提高个体创造力的表达，因受限于咨询师个人的技

能应用并不广泛，使用相对较多的是沙盘治疗，但已有不少高校心理咨询师开始探索表达性艺术治疗

技术的使用［7］。

2.3.4  团体心理辅导理论

团体心理辅导（Group Counseling）由带领者和团体成员组成，在团体情境下进行的一种心理辅导形

式［31］。我国团体心理辅导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经历不断的探索发展后日趋成熟［25］。

团体心理辅导主要分为成长性辅导与治疗性辅导［31］。在大学新生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不同主

题团体心理辅导性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利于大学新生尽快熟悉大学学习生活的节奏，提高适应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凝聚力。团体心理咨询，以心理学各流派为不同的理论基础，结合表达性艺术

治疗，形成更加实用有效的心理咨询方式。

3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40年整体发展概况

3.1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40 年整体发展趋势

3.1.1  理论体系逐步完善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针对大学生开展相关工作，最终目的是促进大学生人格的完善，具有基础性、

全员性、互动性、针对性的特征［19］。

心理学传统三大流派为全面认识个体提供了理论基础。积极心理学的引入改变了以往针对出现的

问题展开教育、教学的工作模式，而是以预防为导向，防治结合，提高大学生心理能力，减少问题和

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在心理危机干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危机干预制度极大提高了高校危机干预的效

率及能力。

总之，改革开放至今 40 余年，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紧跟时代发展，立足大学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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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心理工作的独特性，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指导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工作。 

3.1.2  基础理论与本土化工作方法间存在分歧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很浓郁的地域特色，迄今为止，并未出现一种能够得到国内学者普

遍认可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导致理论同工作方法之间存在重大分歧，既无法完全在西方心理健康

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无法通过本土化的方法来充分体现西方心理健康教育

理念。

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在理论层面过分依赖西方理论，忽视了

同本国文化、实际相结合，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限制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进

一步发展，这也是未来高校心理教育研究、改进的重要方向之一。

3.2  高校心理健康理论研究的展望

3.2.1  综合化发展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综合化发展的教育活动，最终目标不止限于心理

问题的预防和缓解，更在于实现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心理潜能开发及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33，21］。因此，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体系也会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本土的实际发展态势，紧随当代大学

生心理发展的特点，以文化融合的趋势向着更加现实、有益、可操作性的综合方向发展。

3.2.2  本土化发展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只有将西方的理论、工作技术与本土文化、实践结合在一

起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心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就不能照搬西方理论，

而是要以我国国情和大学生实际心理特点合理借鉴、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如何更好

的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结合。正如现代著名心理学家科瑞所言“学习所有主要的理论，拒绝只接受一

种观点，保持开放的头脑，将各种理论作为基础，建立一个指导自己工作的整合理论”［34］。

3.2.3  理论学习的多元模式发展

网络的出现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使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突破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性，教

育者能够开展线上教学。同时，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自身所需的心理健康知识，接受线上心理咨询及

辅导，及时获得专业帮助，改善心理状态［35］。

除此之外，朋辈间教育也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各高校依托专业师资并根据

学生需求，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如心理情景剧、素质拓展、心理委员培训、心理主题班会等学生团体活动。

朋辈间的交流学习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为提高心理素质水平夯实基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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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and gradual improvement. This paper statistic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n,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the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summariz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makes a research 
prospect. The summary,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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