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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快速变化的中国

社会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的公众关注的问题。持续的疫情和校园范

围内的隔离进一步引发对学生幸福感下降的

担忧。许多中国大学都在努力推进心理健康

教育，为学生广泛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021

年 7 月，教育部在一份题为《关于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中重申了学生

健康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强调为所有本科生

开设必修的心理健康课程。尽管有强有力的

“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以及大学和教师

层面的努力，但挑战仍然存在。 

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心理健康教育 

在中国，大学生被认为是“弱势群体”，

容易遭遇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发现，抑郁和

焦虑在中国大学生中很普遍，他们的心理健

康被认为比一般人群更危险。一项对 2005年

至 2020年期间开展的 113项研究进行的元分

析（也包括 2004年之前的 9项研究），估计

中国大学生中抑郁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28.4% 

（ n=185787， 95%置信区间为 25.7%至

31.2%）。2020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报告称，

中国 41.1%的大学生（n=89588）在新冠疫情

期间出现了焦虑症状。研究表明，学生的心

理困扰和障碍与个人（性格、人际关系、无

效的应对策略）、家庭（在许多生活变化中

远离家乡、父母）、学校（学业压力、未来

就业和职业规划、成就期望）和社会（剧烈

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变化，激烈的竞争）等

层面的因素有关。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初以来，中国政府和大学都在努力促进学生

的福祉。在过去的 30年里，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文件，扩大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改革，

规范其目标、方法和课程。为满足学生的心

理健康需求，我国高校目前采用“四位一体”

的工作模式，将心理健康学科的教学、实习、

心理咨询服务、危机预防与干预相结合。此

外，教育部主张加强课堂教学在发展心理健

康教育中的作用。 

与世界上许多高等教育体系类似，心理

健康教育和服务是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们通常在学生事务部门下组织和管

理。中国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

重培养“全人”。这些教育课程和服务旨在

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改善他们

应对心理健康危机的策略，并指导他们设计

自己的成长道路，为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所

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从本质上讲，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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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是道德和公民教育的补充，旨在使学

生具备道德价值观、智力技能、身体能力、

鉴赏美的能力，这被认为是中国大学教育的

核心价值。 

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确保有足够数量的合

格教师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教育部

2018年的一份政策文件主张，要有更多具有

咨询和专业背景的合格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的师生比例不低于 1:4000，每所大学至少有

两名全职教师。然而，在实践中，合格的教

师和辅导员的供应在各大学之间差别很大。

由于学生人数众多，大学仍然缺乏合格的教

师和辅导员来为整个校园提供课程和咨询服

务。目前，大多数辅导员和课程讲师都是从

大学其他院系兼职招聘的，并不一定有心理

健康或行为科学的专业背景。 

第二个主要挑战与学生不愿寻求帮助的

倾向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系统的心

理健康教育有关，从而限制了学生对精神疾

病的理解和认识，可能导致诊断和治疗的延

误。学生们对专业医疗保健的犹豫，甚至是

抗拒，也是由文化的污名感造成的，这种文

化将心理健康和相关问题视为耻辱的来源。

学生也可能担心，如果承认自己患有或被诊

断出心理健康问题，会否对他们的学业成绩

和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已经采取了各

种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包括使心理健康教

育和服务多样化，增加受过专业培训的辅导

员和辅导员的数量，以及为教师提供关于学

生福祉的在职培训。此外，近年来，教育部

鼓励为所有本科生开设必修心理健康课程，

以增强心理健康意识和理解。 

提供强制性的心理健康课程 

中国被认为是第一个将心理健康课程作

为必修模块（包括两个学分，32～36学时）

提供给所有本科生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一。根

据教育部 2021年 11月的信息，在全国 2738

所普通高等教育机构中，目前有 2000多所高

校将心理健康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在这些高

等教育院校中，有超过 600 所提供相关领域

的选修课程。 

初步的评估和研究表明，大多数学生在

学习完这些必修课程后，已经具备了基本的

心理健康知识和素养，提高了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和挑战的意识。因此，他们愿意寻求专

业的帮助，他们的沟通技巧和应对压力和情

绪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然而，

课程模块和总体心理健康服务的有效性仍待

改善。特别是课程内容并不完全是最新的，

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和问题，教学方法

很大程度上是“一刀切”，没有进行深入的

教学，其中部分原因是班级规模过大。 

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

心，了解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和根源。教育

工作者需要了解，在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学生们所面临的关于未来前景的

不确定性对他们的巨大影响。在过去的两年

里，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给大学生的身心健

康带来了压力和影响。教育工作者在提供心

理健康教育和服务时，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反思学生的需求，制定明确的目标，探索创

新和严谨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