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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建设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关键，保证大学生

心理健康发展是基础。本文基于香港、台湾和内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

询模式的研究，探索高等教育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精进路径，

给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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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意

义十分重大。心理健康教育关系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和校园环境的安全稳定，

是世界各地高校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内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1］1985 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内地第一个心理测量与咨询

服务中心，随后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

学等高校都陆续成立心理咨询室，到 1986 年底，全国有 30 多所高校建立了心

理咨询室并开展工作至今。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吸取、借鉴国外以及港台地区心

理咨询发展的成果经验能够促进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更迅速的发展。

1  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运行机制

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运行机制是顺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制度保障。无规

矩不成方圆，高校内部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也需要依赖稳定且有效的运行机制

来顺利开展。

1.1  香港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机制

香港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隶属于学生事务部。以香港大学为例，在 2013 年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 的一篇采访稿中，香港大学心理咨询中

心的负责人说，学生事务部的主任具有心理学头脑，对中心的工作很支持。学

校的高层领导同样也很支持心理咨询的工作，体现在鼓励学生的求助行为、给

中心的扩建拨款、在危机干预系统和学生管理系统中增设心理咨询内容等。增

设的心理咨询内容包括学业指导、学生急救、交换学习准备等。

香港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简称 CoPE）给学生提供个人咨询服务。关

于学业和就业指导分别由学校的学业指导中心和就业指导中心来提供。心理咨

询中心的职责是在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提供专业的心理建议，包括情绪问题、

心理问题以及其他专业需要。心理咨询中心也提供工作坊、通用学习技能训练

和时间管理训练。另外，香港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也给有疾病或者障碍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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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包括考试安排、搬家或者出行等需求。咨询或者评估学生，提供学

习支持，以及学生的奖学金管理等。但是，中心没有精神科医生，有这方面需

求的学生要去学校的健康服务中心（类似于校医院），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初级

的服务。心理咨询中心的角色是在多方联合的工作中担任关键角色，密切联系

教师、家庭和“大学健康服务系统”（简称 UHS），以及当地政府和社区精神

卫生中心，以便给有精神问题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2］

香港高校心理辅导工作充分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学校通过网

络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信息、专业训练、心理测验等，建立全校甚至全港的心

理健康信息网络系统，方便学生查阅浏览，完全实现网路资源共享。［3］

1.2  台湾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机制

台湾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隶属于学生事务办公室。以台湾清华大学为例，

台湾清华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学生事务办公室主任的直接领导。当这位主

任刚好理解心理咨询服务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就会更支持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

比如给中心提供人力、预算以及行政上的辅助，帮助中心进行危机干预以及精

神疾病的干预等。但是学生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经常更换，不是所有的主任都支

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学生事务部的主任和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频繁更换，有

的甚至两三年就换一次，这给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造成很大负担。并且，这种情

况在台湾的高校中比较普遍。［4］

台湾的大学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人员数量不多，而且都集中在学校层面，

并没有院系级别的辅导员、心理师等，但每个心理师各联系几个系所，并通过

导师、家长、精神科医师、军训组、保健中心、校保安中心、住宿组等集体和

个人构筑合作网络，形成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事件处理的合力，共同关注心理

健康问题。例如成功大学定期开展家长的心理健康通识教育，通过信函邀请学

生家长在台湾不同地区举行专题讲座，加强对家长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各系

所的导师也要协助学校开展部分工作，而且心理师会参加系务会、导师会，并

对参会导师进行业务培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学校还会进行系所的业

务探视，并将导师的工作作为今后升级、评比的参考因素，每年开展系所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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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的评比工作，对工作出色的导师予以表彰奖励。

台湾清华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UCC）提供三类基本的服务。第一类服务集

中于学生的个人心理发展。工作形式包括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论坛、座谈会，讲座、

研讨会、学习小组以及电影讨论等。通过这些形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包括自我认同、生活适应、亲密关系、人际关系、职业规划、潜能开发以及专

业学习等主题。同时，UCC 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还包括给学生提供心理健康相

关的书籍、期刊、杂志、录像、录音带以及运行网上的论坛和博客。第二类是

个体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处理症状。同时，咨询师也负责

高风险学生的筛查工作，他们应用心理测验或者检测工具来识别有适应困难或

者情绪困扰的学生，然后鼓励这些人使用 UCC 来帮助他们。第三类是危机干预

和精神病人的处理。和香港的心理咨询中心不同，台湾的心理咨询中心有兼职

的精神科医生，可以处理精神病人并且有处方权。

1.3  内地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机制

我国内地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一般都隶属于学工部（学生处）。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大陆各高校已

基本设置了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机构，针对大学生个体及团体心理培

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对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 2011 年教育部颁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后，

几乎所有高校都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了选修课或必修课的范畴，但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教材内容及课时设置也不尽相同。但他们承担的工作内容基本上相同，

主要是负责整个学校的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包括学生心理咨询、团体

辅导、素质拓展工作；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工作；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

学生发展辅导工作；学生心理素质普查工作；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培训工

作（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等。

我国内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因学校的不同而不同，可以说是千差

万别。2005 年教育部成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一

大批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理论研究、制度设计、方法创新等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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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大力支持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发挥作用，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作为关心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采取有力措施、创新工作载体、

增强工作实效，扎实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发展。截至 2018 年 6 月，

全国 2000 多所高校中，已经有 546 所大学应用教育部组织的中国大学生心理测

量量表的计算机化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大力推动了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设。心理咨询中心主要是负责整个学校的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教学工作，包括学生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素质拓展工作；心理健康

知识宣传工作；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学生发展辅导工作；学生心理

素质普查工作；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培训工作（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等。

三地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运行机制对比如图 1 ～ 3。

图 1  香港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运行机制

Figure 1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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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台湾清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运行机制

Figure 2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aiwan

图 3  内地某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运行机制

Figure 3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in a 

Mainland University

2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2.1  香港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香港高校创建学生心理辅导机构以来，本着支持学生发挥潜能，促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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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达到实现自我价值、服务社会的信念，不断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完善的

辅导体系，心理辅导成为学校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心理辅导方面，香港高

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装备了现代化的设备，开展了心理辅导、发展辅导、

事业辅导等多项内容的辅导。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形式有三类。

第一类是个人辅导。在个人辅导方面，学生所求助的辅导可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成长和发展性的，包括智能、情绪、群体交往、身体、精神和事业的发展；

二是矫正和补救性的，包括个人的苦恼、学业问题、自我认识、自我形象、人

际关系、家庭问题、情绪处理、学业障碍等。第二类是团体辅导。团体辅导方

面主要以发展性活动为主，通过辅导促进学生个人成长，包括自我认识、社会

沟通技巧、自我管理、处理情绪、领袖训练等，从而发挥学生的内在潜质。第

三类是心理测验。香港高校心理辅导机构常备一些心理测验作为辅导过程中的

辅助手段，帮助学生了解个人的性情取向、能力、价值观、长处和短处等，以

帮助学生对自己做出客观的评估。例如，浸会大学心理辅导中心常用的心理测

验包括 16PF、MSEI、FIRO-B、CAS、COPS、SDS 等。［3］

2.2  台湾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台湾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归学生事务处管理，全面负责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相

关的事务。各机构的骨干力量是心理师，他们的全部工作都只与心理健康工作

相关，从新生心理状况测评到高关怀人员的关注，从个别咨询到团体辅导，从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策划到特别案例的分享讨论。由于软件的专业以及硬件的投

入，虽然台湾高校的学生和心理师的比例都很高，但是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借助网页、博客、演讲、工作坊、团体活动、手工艺品制作

等多种载体，将心理知识向更多的学生渗透，使得心理问题解决的方式多种多样。

例如成功大学通过开设 4 门通识课程，向学生普及心理知识；台湾大学举办新

生入门书院，借由约 30 人的人际关系小团体课程让新生们探索大学校园的人际

关系。［7］

根据台湾清华大学校内的统计，［4］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基本上会因为 10

种问题寻求个体心理咨询，它们是：（1）自我探索和自我理解；（2）感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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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3）焦虑和 / 或抑郁；（4）成瘾问题；（5）和父母的冲突 / 问题；（6）

专业学习；（7）职业探索；（8）同伴关系；（9）家庭问题；（10）精神病性

问题。另外，一些博士研究生可能还会因和导师的关系问题前来求助。台湾各

高校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借助团体活动、新媒体平台、网

站、工作室、博客、演讲比赛、工作坊、工艺品制作等多种载体，将心理健康

知识向更多的学生传播和渗透，丰富了心理问题解决的方式。台湾高校并未将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为必修课，但他们综合开设多门与心理学相关的选修课，

供学生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2.3  内地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内地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一般都隶属于学工部（学生处），目前高校负责

心理健康教育的部门名称有些许区别，例如“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发展中心”“心

理健康教育和研究中心”，［5］“积极心理体验中心”等，但他们基本上由学

工部领导，同属于德育体系的一环。概括起来内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内容主

要有：心理健康知识的传递；预防性和发展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少数有心理

困扰和心理障碍的学生开展补救性和矫治性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这三大模块基

本通过以下 3 种工作的形式来开展：（1）课堂教学。通过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课、选修课，普及心理健康知识。（2）课外活动。在课余时间，通过举办

心理健康讲座、开展校园积极心理体验活动、举行心理团体辅导和各种主题的

素质拓展、运行心理健康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宣传心理健康知识。（3）心理咨询。通过一对一的面谈进行个体咨询，

缓解并解决学生心理问题，提高学生心理适应能力以及促进人格发展。

虽然在组织和结构上是高度一致的，我国内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内容

却因学校的不同而不同，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同样是心理健康教育和研究中心，

有的学校的中心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有的就门可罗雀，部门成了摆设。由于

区域发展的不同，各高校在专项经费和场地设置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有些高校

因为经费不足，教师无法得到相应的培训和提高，长时间闭门造车，不仅无法

提高工作水平，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职业倦怠。［1］以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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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核心工作向外辐射，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咨询中心”，专业的工作人员只

负责对少数有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的学生开展的补救性和矫治性的心理咨询和

辅导，在国内大多数高校内，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就是这样，甚至普遍的观念中

已经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补救性和矫治性的心理咨询等同起来。国内的专

家和学者以理论的高度，呼吁建立三级预警系统，建构大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态圈。

有责任心的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也可能会在上级的要求下，做一些团体辅导、

心理健康知识展板之类的工作；进一步，在经费充足、重视心理健康的高校里，

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会举办心理健康讲座、开设心理健康选修课或者必修课等。

责任和权限需要相符合，我们要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来负责更多工作的时候，

其实需要给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资金以及自主权。

3  两岸三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特点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有一些自身的方法和特点，在两岸

三地这个大东方文化背景下，文化的碰撞、高校运行机制的差异、观念的差异

等又使得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3.1  机构以及运行机制的差异

香港和台湾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的最大优势是，重视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密

切合作。香港多方协作配合，善用社会资源学生的全人发展，有赖于全校教职

员工的共同努力。香港高校强调学校的每一位教职员都应有育人意识，应根据

自己工作的特点，参与培育学生成才。对教师，除了要求他们传授知识，更要

求他们关心学生全面成长，为学生树立典范；对一般行政人员，要求他们创造

各种机会，增加对学生活动的参与，使他们得以从活动中体会促进学生全人发

展的重要意义。香港高校充分认识到心理辅导工作只靠学校是不够的，尤其在

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把学生束缚于校园这个狭小圈子里。香港

高校注重与社会合作进行心理辅导，使辅导更具发展性、预防性，辅导效果进

一步得到强化。香港大学学生辅导处及城市大学学生发展处已开始运用互联网

技术，开展网上辅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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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人员数量不多，而且都集中在学校层面，并

没有院系级别的辅导员、心理师等，但每个心理师各联系几个系所，并通过导师、

家长、精神科医师、军训组、保健中心、校安中心、住宿组等集体和个人构筑

合作网络，形成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事件处理的合力，共同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成功大学定期开展家长的心理健康通识教育，通过信函邀请学生家长在台湾不

同城市举行专题讲座，加强对家长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各系所的导师也要协

助学校开展部分工作，而且心理师会参加系务会、导师会，并对参会导师进行

业务培训，以便他们更好的开展工作；学校还会进行系所的业务探视，并将导

师的工作作为今后升级、评比的参考因素，每年开展系所优良导师的评比工作，

对工作出色的导师予以表彰奖励。［7］

香港和台湾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的最大弊端是，他们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个

人的作用而不是制度的作用，强调“主任”或者“主管”对工作的支持。台湾

的学校更是由于“主任”的频繁更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显得凌乱没有连续性。

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工作中强调人的作用还是强调制度的作用不言而

喻。制度是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人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

崇尚制度，严格按照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一切发达国家的行为标志。在实

际工作中，制度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形成稳定的秩序。心里健康教育应该强调

“制度”而不是“人治”。如果有良好的运行制度，不论“主任”或者各种领

导怎么更换，工作按照制度和规则进行，也会有条不紊。制度也可以为合作创

造便利条件，给人提供激励机制。人都是带有情绪的动物，在实际工作中有各

自的利益诉求。例如香港大学的咨询师抱怨他们要经常在夜间工作，解答学生

的各种问题；台湾大学的咨询师会抱怨他们承担了很多不相关的工作。诸如此

类的事件，完全可以用制度来解决。例如提供额外的补偿，或者加班调休制度

等。相比之下，内地的高校对制度的倚重要大得多。21 世纪初，我国高校中的

绝大部分都已经设立了心理中心，提供专门的心理服务。从 2011 年开始，几乎

所有高校都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了选修课或必修课的范畴。虽然在实际工作中，

各个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形式、效果等有很大差别，但我国高校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在组织方面有先天的巨大优势，如何将高校大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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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在学校管理层的认知层面、体系与机制、专业性、本土化

水平上有所推进，是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的重要任务。

3.2  大学生咨询观念的差异

大学生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受益人，持有的求助观念能够直接反应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的成效。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学生接待量的区别。台湾的心理咨

询中心接待的学生求助者比较少，［4］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有心理问题的学

生不愿意去寻求帮助。香港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咨询量大，学生求助者较多。［2］

内地各个学校差别巨大，不仅有地域差异，同一个城市内还有校际差异。还以

北京的两所大学为例，A 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几乎是满负荷的工作量，全天运行，

接待持有各种求助意愿的学生来访者；而 B 大学虽然有场地，有非常有经验的

咨询师，却很少有学生来使用这个服务。虽然不能够充分使用精神疾病类的服

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10］但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求助意愿低，中国内敛的

文化是一个影响因素，偏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到现在还有些教育工作者

会以某个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的接待人数来推测这个学校的学生整体的心理健

康水平，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有心理问题或者心理疾病的人数比例在大学生

群体中是固定的，这个数量不会因为大学本身的差异而差太多，而某一个心理

咨询中心的接待人数反映了这个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工作做的到位，这个

大学的心理求助观念开放和包容。

提到心理咨询观念，就不得不说大的文化环境的作用。内地的心理健康教

育属于大德育范畴，1995 年 11 月 23 日国家教委颁布《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

大纲》（试行），明确把心理健康教育列为德育内容。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是：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大学生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帮助大学生解决身心发

展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健

康成长、全面发展。香港的高校学生心理辅导工作紧紧围绕“全人发展”的目

标而开展。全人发展，即高校不仅要发展学生的学业，使其获得发展事业的技能，

同时要培养学生德育、体育、情感、艺术、社交等方面的经验，培养他们良好

的人格，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更好地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全人



·521·
助力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于两岸三地的高校心理咨询模式的研究

2019 年 12 月
第 1 卷第 10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10035

发展就是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潜能，从而达到自我实现，使学生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人”。台湾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

培育身心健康的优质人才，使学生掌握心理知识和心理调节技能，奠定身心健

康的基础；增进思考判断的能力，培养负责行为与态度，充分发挥潜能，经营

快乐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从上面不同的目标描述我们看出，内地的注重大学

生的社会性，香港注重大学生本人，而台湾“人才”的表述同时兼具了大学生

的个性和社会性。

保守谨慎的东方文明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这在两岸

三地都有体现。西方有关心理咨询的理论大都囿于人自身或者人的某一方面去

研究人，缺乏人与世界整体和谐发展的终极关怀。两岸三地高校心理咨询工作

者不会孤立地去看待个人，而是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置身于群体、校园乃至整个

社会的变化发展来把握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生命意义，无疑将给予学生一种新的

视野与认知去看待自身与他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可能获得对于人的本

质存在的深刻领悟。

3.3  服务人员专业化的差异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考量，一个是从业人员

的专业化程度，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化程度。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

在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做的相当好。香港的心理咨询中心（CoPE）的

人员的基础学历是硕士，也有博士在香港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任职。台湾清华大

学 UCC 有 8 名全职的咨询师，15 名兼职的咨询师，全部具有硕士以上的学位，

其中还有两名咨询师有博士学位。23 名专业人员都持有执照。咨询和临床心理

学家在取得硕士学位前，至少要进行一年的实习。此外 UCC 还有两名有执照的

社工，有学士学位。此外无论香港还是台湾，高校的心理咨询师都要定期的接

受督导和培训。

内地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程度更是千差万别。首先，心理学研究生通常

来自其他的专业诸如机械、计算机科学以及会计等。他们只需要自学 6 个月到 1

年的时间，然后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样的水平其实并没有达到心理学本科



·522·
助力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于两岸三地的高校心理咨询模式的研究

2019 年 12 月
第 1 卷第 10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1003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的要求。但是经过两年或三年的学习，他们就拥有了心理学硕士学位。其次，

在他们进入高校的心理咨询机构之前，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工作中，也没

有任何组织对其专业性进行监督和支持。［8］关于职业资格，2002 年上半年，

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推出心理咨询师职业人员的专业标准，要求心理咨询从

业人员经过考核、评审，可以拿到劳动部颁发的国家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

证书，持上岗证后才能上岗。但 2017 年底，国家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考试，职业

资格就成了悬置的事件。关于在职在岗教师的培训。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一般不

做要求，咨询师自愿参加各类培训，大部分也是自费参加。［9］

4  对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心理健康教育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全面整合

高校全体教师与行政、管理队伍的力量，形成全员参与的合力，将心理健康教

育渗透在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全面开展，在学生大学生活的全程进行，

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4.1  宏观上建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统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应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完备的制度、高效

的运行程序和专业化的教育者。［12］我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各个高校

中具有比较一致的组织和结构。然而我国现状是虽建立了组织和结构，但真正

有效实心理健康教育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很少；或者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和专业教师不被重视，更没有系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心理健

康教育必须以优化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为起点，以促进大学生全面主动发展和顺

利社会化为归宿。概况起来即为预防心理疾病、优化心理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4.2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程度

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差异巨大有历史原因。早期心理健

康教育独立摸索阶段，高校进行咨询的老师基本都是心理学老师或对心理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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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的老师，且都是义务、兼职地进行，专业水平有限。随后，在国家政策和

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心理健康教育逐渐受到重视，高校中大批德育人员加入心

理咨询团队，开始出现专职心理健康工作者和专门机构。然而供需的不平衡导

致从业人员的专业、受训背景以及能力水平也参差不齐。［1］

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程度，首先要明确高校咨询中心的工作

内容。由于专职人员缺乏，使得专业和行政工作混在一起，容易导致工作人员

角色混乱、工作负荷超量，严重影响工作效果，难以高质量地保证中心在学生

整体心理健康教育、个别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专业职能。为了保证心理咨询的

专业性，一方面必须增加专业人员的数量。根据教育部的意见，高校专业人员

与学生的比例为 1 ∶ 3000，事实上，这个比例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另一

方面，必须改善中心的人员结构，配备包括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和行政人

员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员。高校要鼓励咨询师完成职业所必备的理论学习和专

业技术训练，定期参加校内外的业务培训，定期接受专业督导。在参加多种形

式的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培养和发展出自己擅长的咨询方向，具备开展团体辅导、

家庭咨询等的能力。鼓励咨询师参加国内外研讨会、学术会议，关注专业发展

和最新研究，不断研究探索工作中的新课题和新方法。

4.3  探究文化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传统文化

与咨询文化的结合

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中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议题，

也是近年来高校心理咨询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今天高校心理咨

询工作发展、构建和谐校园具有深刻意义。高校校园和谐稳定是大学生自我和谐、

人际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个体内在自我和谐，也是群体间的协同发展，重视人

的整体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现在通用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包括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大部分照抄照搬

了西方的理论体系。有心理学史研究者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

在西方历史——西方的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和科学的背景——的范围内才

是有其意义的问题。”显然，以这种成果为基础的心理咨询运用于非欧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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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时，特别是中国大陆时，易造成偏差和扭曲。中国文化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大学文化、心理咨询文化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我国高校传统

文化重视家庭和家族观念，大学生自我表征中其实也包含了家庭中的重要他人

的部分。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中，国外的心理服务固然有许多引人瞩目

的成功理论、方法与体系，但只有当它们与本国文化和国情相融合之后才能显

现其适宜性。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种独一无二的文化传承深深影响着中

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我国当前特定国情也决定了我们与以往，以及与国外人

群心理基础的不同。因此，我们应当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当代中国人为对象，

以中国化的心理健康思想为指导，规划我们的心理健康服务。针对当代中国人

特点，我们一方面要从理论上继续探究国人的人格结构、心理健康机制，并在

此基础之上构建和完善中国化的心理健康标准。另一方面也应当分地区，分领域，

实际调查我国心理服务及其需求现状，了解、检验和总结出适合不同类别民众

的服务理念与手段，确保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能够因地制宜，贴近大学生。［8］

另外，传统文化、大学校园文化和咨询室文化的范围由大到小，但绝对不

是包含与递进的关系。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存在的文化环境，可能不是中国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起作用，而是心理学或者咨询心理学本身在运作。

例如，含蓄内敛的中国大学生可能不擅长直接向咨询师诉说自己的情绪和困扰，

但咨询过程就是一个深入剖析情绪问题的过程。就像人去医院看病，害羞的人

不会让陌生人触摸自己的身体，但是医生的听诊器必须贴在身体上才能完成检

查。因此以传统文化为保护伞绝对地抵触或者拒绝心理成长也是不明智的行为，

应该是二者结合，共同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4.4  跨区域以及校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单是学校的责任，家庭和社会也应义不容辞。跨区域

的交流和合作，体现在专业人员的跨区域学术交流、会议、讲座；也体现在学

校的跨区域合作，向发达地区的高校取经，探索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鼓

励社会上一些企业机构和组织将公益团训活动引入校园，让在校学生有机会更

多的了解、接触社会，从自身出发，不断调整、提高适应社会的技巧。社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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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采取更加包容更加接纳的态度，为创建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合一的

心理健康教育大格局打下良好基石。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特点和优势，校际之间增加交流与

合作，一方面给心理专业师生提供实践机会，同时可以在相互学习中取长补短，

为本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做出一定贡献。另外还可邀请社会人士参与到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资源，与大学生近距离交流，为

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大力提高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时效性和

现实性。［11］

最后要加强与学校各部门的合作，提高应急事件的应对能力。如对宿舍区

管理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培训，和校医院合作设立夜间心理疏导值班热线，在学

生宿舍区中选派学生心理助理，负责了解和第一时间救助问题学生等。

参考文献

［1］潘曦，陈少平．近三十年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历史、现状与对策

研究综述［J］．武夷学院学报，2015，34（10）：59-66．

［2］LEUNG E Y．College Psychotherapy at a Hong Kong Counseling Center［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2013（27）：99-103．

 https://doi.org/10.1080/87568225.2013.766097

［3］陈晔．香港高校心理辅导工作对内地高校的启示——以香港浸会大学为例

［J］．学理论，2011（34）：268-269．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11000161

［4］Lin Yii-nii．College Psychotherapy at a Taiwanese Counseling Center ［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2014（28）：6-11．

 https://doi.org/10.1080/87568225.2013.824321

［5］Portnoy R N．A Psychology Fulbright Year in China［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2013（27）：104-119．

 https://doi.org/10.1080/87568225.2013.766098

［6］樊富珉．香港高校心理辅导及其对内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J］．



·526·
助力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于两岸三地的高校心理咨询模式的研究

2019 年 12 月
第 1 卷第 10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1003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7（79）：65-69．

［7］刘波，闵浩宇，姚信．台湾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以及对大陆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启示［J］．社会心理科学，2014，29（160）：25-27．

［8］常永才．心理咨询与辅导的一种新趋势：对文化因素的日益重视——对海

外多元文化心理咨询的评介［J］．民族教育研究，2000（4）：59-63．

［9］Zhang Y，Yang W，Liu M，et al．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About College 

Counseling in China: Response to Portnoy (2013) ［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sychotherapy，2016，30（1）：64-74．

 https://doi.org/10.1080/87568225.2016.1105670

［10］Mak H W，Davis J M．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help-seeking intention in a Chinese society［J］．Social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2014（49）：1501-1515．

 https://doi.org/10.1007/s00127-013-0792-x

［11］徐 华 春， 黄 希 庭． 国 外 心 理 健 康 服 务 及 其 启 示［J］． 心 理 科 学，

2007，30（4）：1006-1009．

［12］周莉，徐紫薇，雷雳．美国高校心理咨询服务专业化和精致化的研究及

启示［J］．心理研究，2014，7（2）：7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