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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社会竞争的加剧使得大学生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凸显。根据

2022年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青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心理健康风险较高，抑郁与焦虑风险检

出高于其他群体”。由此可见，大学生心理问题已然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三全育人”为高

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工作路径和方法。“三全育人”强调全方位关注学生的发展，需要将立德

树人作为高校培养学生的根本目标。本文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的案例，引出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从而探

讨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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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mpetition have put more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gradually be-
coming more prominent.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
tion in 2022, “young people and low-income groups have higher mental health risks, and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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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s detected higher than other groups.”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for the entire so-
ciety. “Three-Whole Parenting” provides a new working path and method for mental health edu-
cation in universities. “Three-Whole Parenting” emphasizes comprehensive attention to the de-
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moral education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ulti-
vating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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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国家提出了“三全育人”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原则。2022 年《中

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显示青少年发现抑郁和焦虑风险的检出率分别大约是 21.48%和 45.28%。2022 年

教育部更是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年度工作重点。近些年来，大学生由于心理问题产生的不良

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三全育人”在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引出了热烈反响，提出

了新的工作方法。 
当前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应与“三全育人”紧密结合，更好地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实施。“三

全育人”强调全面育人，包括心理健康和心理辅导。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提高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预防和解决心理问题。三全育人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师需要

关注学生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帮助学生排解不良情绪和心理压力，保持积极

向上的心态。三全育人要求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评价相结合。三全育人强调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心理

素质，帮助学生适应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控制能力。 

2. 案例背景介绍 

小孟(化名)，男，19 岁，肇庆本地人，某大学某专业大一年级学生。开学一个月后班委以及舍友向

辅导员反馈，该生上课状态不好，而且睡觉时打呼噜声音过大，舍友希望更换宿舍。经辅导员与学生及

其家长沟通，该生由于曾经遭受过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导致学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被迫害妄想症，并

提供了医院诊断结果。再加上其本身身体原因，其患有中度脂肪肝，需要长期服药。由于该生长期服用

治疗脂肪肝的药物，导致该生一旦进入睡眠，本人很难醒来，经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苏醒，这也就十分

容易上课迟到，甚至出现旷课的情况。 

2.1. 性格表现 

自入学以来，据心理委员、宿舍长、心理中心老师等反映，该生性格内向，喜欢独处，日常情绪波

动较大，敏感多疑，缺乏安全感，不善于表达内心情感。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2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燕慧 
 

 

DOI: 10.12677/ae.2024.145721 471 教育进展 
 

2.2. 家庭经济情况 

该生是离异家庭。在小孟 8 岁那年，父母感情破裂离婚，其后一直和母亲生活。但因母亲常年在外

工作，实际小孟与外婆生活在一起。小梦父亲已经再婚，组建新的家庭。学生在校期间学费、生活费等

开销均由母亲负责。 

2.3. 服药情况 

该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被迫害妄想症，在了解了该生的情况后，辅导员与其家长积极沟通交流。

根据医生的建议学生需要继续用药维持现状。进入大学后，小孟由于长期服药产生了一些不良反应，其

便自行断药导致身体不适，并且精神状态不佳。根据与该生的谈心谈话，该生在入学之前也曾出现过自

行停药情况，进而导致病情恶化。 

2.4. 人际交往情况 

自入学以来，该生曾发生以下情况：生活中，亢奋情绪和低落情绪阶段性交替，情绪低落时会玩消

失，不配合完成班级工作；课堂上，专任老师反映学生课堂上经常睡觉，不听从老师安排与劝告。平时，

学生经常给辅导员打电话时语气非常急促，也总是问一些较为奇怪的问题，如：是不是大家都很害怕他？

是不是有人要杀他？同学们都是怎么看待他的？是不是大家对他有一些奇怪的看法。对于同一个问题需

要辅导员再三保证才肯挂断电话。 

3. “心理育人”模式工作实效 

3.1. 积极和学生沟通 

对于学生产生的一些问题，辅导员经常和学生在微信和电话上联系，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如

果学生有任何苦恼之处，以便可以及时解决。同时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建立健全的心理状态。学生虽然是离异家庭，但是其母亲在国企工作多年，相对而言，家庭情况还是可

以的，同时父亲也按时支付其抚养费。在其经济条件来说还是没有其他太大压力的。该生产生诸多问题

的根本原因还是心理问题即双相情感障碍引起的不良反应。 

3.2. 家校互通 

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和学生家长保持紧密联系也是做好学生工作的重要环节。学生的在校表现辅

导员应及时反馈家长，和家长保持联系。学生因为身体原因常年吃药，导致其睡着之后打呼噜声音极大，

引起了其他舍友的投诉，因此和学生家长沟通之后学生办理外宿，但是依然保留在学校的住宿，以备不

时之需。学生办理外宿后，出现经常睡过头的问题，虽然有闹钟，但是依然没有效果。经过和家长沟通

之后，家长更是专门找邻居每天叫学生起床。另外，对于学生经常出现的一些特殊想法，辅导员更是建

议家长带学生去医院进行治疗，以免更是出现其他的严重问题。 

3.3. 和学院领导、任课老师沟通 

学生由于身体原因更是经常请假，导致课程考勤不及格，学生成绩更是不理想，挂科课程较多。鉴

于这一情况，辅导员与家长积极沟通，寻求解决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学生顺利毕业。鉴于该生的情况特

殊，辅导员及时反馈给学院领导，学院领导也与任课教师积极沟通，希望可以在课堂上以及课后给予该

生更多的帮助，学生和家长也愿意好好根据学院以及老师的工作安排做好相关的工作。 
最终经三方沟通后，家长表示会给予孩子关心，也会严格监督她的学习，并送她去医院诊治，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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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于小孟的帮助。小孟心理放下戒备，接受治疗，调整一下，稍作休息就好了。 

4. 对策以及建议 

4.1. 加强人文主义关怀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立德树人、资助育人工作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步骤。“资助”不仅仅

是物质资助，也更是对学生的精神资助。因此，基于新时代背景，在开展资助育人工作时，高校应该侧

重引导学生的思想，在物质帮助的前提下，合理地对学生展开人文关怀，侧重对学生的精神教育。对于

辅导员来说，学生管理工作也需要重视人文关怀，人文关怀要求辅导员们需要给学生营造充满人性化的

环境，要给予学生更多的心理层面的关心与帮助，而不仅仅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1]。创新和优化高校

学生管理途径，适用人文主义理念。在实际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高校学生知识范围较广，权利意识更

强，心理层次需求也更高。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适当适用人文主义关怀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4.2. 关注与支持青年群体，掌握学生动态 

青年群体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健康关怀。大学生面临着学业、职业、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

更加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大学生心理发展的还不成熟，面对学业与生活的不确定性，情绪

变化较为明显，作为高校辅导员应随时关注学生动态。“00”后思想前卫，想法独特，社交平台众多，

作为辅导员要与时俱进，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社交平台，尽可能地了解学生的兴趣以及生活

内容，以便可以与学生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同时，也要积极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学生，并且进行干预，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压力。 

4.3. 推动心理体检普遍开展，建立健全心理中心保障机制 

首先，大学生应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体检，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体系[2]。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不能单纯局限于课堂、书本之上，更是需要融入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让学生充分了解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高校应汲取其他高校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先进经验，

组织本校专业课教师开发兼具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功效的优质课程，为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心理健

康知识学习渠道。 
其次，加强心理疏导针对性。高校应对负责心理疏导的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一方面，要融入思政知

识，提高教师职业素养，引导教师重视心理疏导工作，要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待前来寻求心理疏导的大

学生，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准确把握大学生心理问题；另一方面，要融入心理知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使教师通过交流充分了解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建议，帮助其解决问题。此外，高

校还应在大学生接受心理疏导后，对其心理状况进行实时追踪，关注其心理问题是否得到彻底解决，避

免问题复发。 
最后，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高校应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创新，在育心和育德

相统一的基础上增强其对学生的吸引力与影响力[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可

以通过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接受自辅导员，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

心理状态。 

4.4. 加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与支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运动、睡眠、心理等方面。大学生的健康水平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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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等原因，大学生亚健康发生率已达 40%~65% [4]。健康生活方式不仅可缓解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还可改善睡眠质量，增强身体素质。大学生应该注重自我健康的调整，主要是

需要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规律睡眠，以及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只有全面地关注身体健康，才能更

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状况。 

5. 结语 

心理育人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辅导员作为高校学生思政工作的重要引路人，是“三全育人”的重要

实践者。“三全育人”符合新时达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和思路[5]。
“三全育人”要求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和中心，辅导员需要运用各种方式对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

理。通过“三全育人”辅导员可以拓宽工作思路，打造育人、育心、育才的全方位模式，形成心理健康

教育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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