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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高校学生的公共基础必修课，对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当下学生心理特征发生较大变化、课程教学过于关注问题本身、课程思政化程度不高、课程考核体系不科学等问题对该课

程的课程思政探索提出了挑战。只有不断提升教师自身“课程思政”理念、掘“课程思政”元素、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完

善教学评价考核机制才能有效开展该课程的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促进学

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Abstrac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s a public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plays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ody	and	mind.	At	present,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ave	changed	greatly,	

curriculum teaching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itsel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gree is not high, curriculum 

assessment	system	is	not	scientific	and	other	problem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explo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nly by constantly improving teachers’ own ideas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exploring elements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main role, and perfecting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can we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further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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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探索背景

“学界广泛认为，课程思政是由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在

开展德育综合改革发展中首次提出的教育理念 [1]。”随着这

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国家和各学校层面开始逐渐重视各类

课程的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8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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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2]；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中央首次召开的以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题的座谈

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

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生作为成年的学生群体，虽然对专业学习、生活自

理、就业创业、恋爱情感等方面有一定的适应和问题解决的

能力，但仍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 [3]。所以，《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高校学生的公共基础必修课，对

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4]。

而从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来看，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愈

发凸显，人们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上的变化和影响也愈发深

刻，只有“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才

能更好地培养出符合我国时代发展要求的建设者”[5]。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现状分析
2.1 当下学生的心理特征发生较大变化

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面向的对象主要是“00 后”大

学生，“00 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

时代，心理和行为方面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对当今时代各种

新事物新观点的接受程度较高，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新鲜事物

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比如各种手机软件等；二是愿意保持

个性不喜欢被规定 [6]，但自控能力和自我约束性较低。三是

有独立意识，但对朋友和同伴的依赖性较强，抗挫能力弱，

习惯被关爱、被支持和被接受，一旦事情的发展超过他们的

期待范围，就会抗挫能力若出现负面情绪，出现敏感、自卑、

焦虑、抑郁、自卑等常见的心理问题；四是生活和学习自主

能力较差，进入大学后，远离家人的呵护和陪伴，生活自理

能力较差，遇到困难和挫折导致生活、心理和社会适应上都

会出现失调现象；五是缺乏集体主义精神，价值观偏向功利。

对集体的活动更多是一种逃避和冷漠的态度，表现出不主

动，不参与，不积极的行为。

针对“00 后”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特点，一方面，高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学目标就必须结合时代特点，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建设，

同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就需要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这样才能顺应“00 后”大学生的心

理需求。

2.2 课程教学过程过于关注问题本身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问题为

导向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治疗和减少心理与行为问题，提高

社会适应能力，另一个是发展性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塑造和

健全大学生人格品质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强适应社会的主

动性能力。

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较多，因此很多老师的教学理念中，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任务应该致力于解决大学生

的心理问题。比如针对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偏差、人际交往不

畅、感情受挫、情绪低落以及网络成瘾等问题，他们在课程

设计、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大多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

方式，更加倾向于心理问题的咨询、心理疾病的治疗以及心

理危机的干预，课堂教学内容充满了消极失败的典型案例，

以便诱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并希望学生加以警醒，从失

败的案例中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问题导向为主的教学方式，

教师过于强调学生的问题，而忽略了个体的发展性目标，因

此，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应该只局限于预防心理问

题或进行行为矫正，还应该关注大学生积极人格品质与心理

素养的提升，充分挖掘和利用学生心理层面的积极因素，提

高个人适应能力。

解决该问题，有利于培养“00 后”大学生的积极心理

品质，发挥优良心理品质的积极作用，提高学生的内在修养，

培养积极自我意识、积极人际关系和良好的沟通技能，提升

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顺应时代发展。

2.3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化程度不高
“课程思政”的提出是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需求。但是由于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课程思政认识不够

深刻，甚至部分教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教师、辅导员、

党团组织的工作，是对学生进行党性教育、理论教育。这是

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化认识的窄化和片面。教师认识局

限就会使思政教育无法有机融合于心理健康教育，导致出现

或是空洞说教，或是脱离教学内容的情况，难以达到立德树

人、润物无声的目的 [6]。

意识是行动的先行者，只有深刻认识思政课程的重要性，

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另外，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对心理健康就要课程思政的共通理论、两学科的课程

内容与精神的深入研习还不够，并且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缺乏思政教育方法的积累，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衔接不

顺畅，内容结合比较生硬，教学过程比较枯燥。

解决该问题，有利于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三全育人”，实

现立德树人重要教育目标，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

措。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

丰富和发展，是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的拓展和

深化。

2.4 课程考核体系不科学
应用型本科高校需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

经济建设发展为己任。随着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

各应用型本科高效转换人才培养理念，加强“ 产学研合作 ”，

创新课程体系，提升实践教学，深化课程改革，提升学生实

践能力。当前很多高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评价方式不合

理，课程考核过于强调终结性考核，而忽略了过程性考核、

使得学生更多地关注最终课程成绩的评定，忽略了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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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师无法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态度、知识掌握等方面的

不足之处，难以弥补学生学习中的薄弱环节。

课程考核最主要目的是了解学生学习效果，采用多主体

方式可以准确评估学生学习效果，可以调动学生自我评价的

积极性。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培训，应用

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理论知识的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考核方式的改革就是基于深化理论知识的同时，建立形

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多主体全方位评价学生学习

效果。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探索
思路与路径
3.1 探索思路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探索以“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导，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贯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等文件精神，坚持“以课程知识传授

为核心，以学生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为途径，以个人发展和

自我意识觉醒目标”的建设思路，既要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去理解和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心理发展和心

理健康的基本常识和规律，又要帮助学生树立蕴含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通过挖掘思政元素、

丰富教学方式方法，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更好地

实现心理教育课程的课程思政效用。

3.2 路径

3.2.1	提升教师自身“课程思政”理念，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各任课教师，更应提升自身

的思政育人意识，在课程教学中建立整体的思政育人课程

观，转变在以往教学中仅仅重视课程内容或专业内容的讲授

而忽视思想育人、道德育人的现象；同时任课教师还应时刻

秉持“立德树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不断提升心理学、

心理咨询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及时

把握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增强对心理健康教育中的

思政价值、德育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3.2.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修订教学大纲、教案

和课件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心理

学及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适应与交往、了解自我与发展自

我三个主要部分，要从六个章节中挖掘思想道德、人生发展、

时事政治、时代特点、中华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中，用时代特有的东西使学生感同身

受，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习的现实意义。

3.2.3	丰富教学载体和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要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把握

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动态，运用多种教学载体和教

学方式，既将心理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传授给学生，又引导学

生关注自己内心发展、学会平等开展人际交往，达成育人的

目标；要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

生的思想道德和人生成长，选择贴近学生的案例和教学手

段，加强对学生的信任和关怀，运用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

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品德教育。

3.2.4	完善教学评价考核机制，关注过程性考核
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将隐性的过程性评价与现行的结

果性评价相结合，更关注过程性的考核，并在考核过程中加

入思政元素，更多地开展学生自评和互评的心理评价类作

业，开展团队合作、团体建设等多种活动方式和展示机会，

引导学生在团队合作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平等地展开

交际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感悟和理解。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
与教学
4.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及目标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面向全校各专业大学一

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公共必修课程。本课程在专业

培养方案中承担了心理育人的功能，该课程是集知识传授、

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公共课程。课程主要分为新生

心理健康测评、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大学适应、人际关系、

恋爱与性心理、生命教育、自我意识提升与完善 7 个部分。

课程内容围绕大学生心理健康特点，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明确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增强

自我心理保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促使学生具备应对

心理问题、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并努力培养自我发展、培

养人际沟通能力，具有不断地主动适应新环境、解决新问题

的能力，促进学生适应环境全面发展，提高心理素质，成为

一名具有心理健康意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4.2 课程思政融入与教学实施
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内容与章节设置，研

究团队经过学习、调研和讨论，对其中 6 个部分设计了课程

思政融入点及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主要见表 1。

①心理健康基础知识部分，一方面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健康观，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

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

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

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同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年

的寄语，融入课堂教学；也可结合航天员王亚平的事迹及其

心理学背景，感受英雄航天员的引领作用。

②大学适应部分，可结合大学生身边的、校内的优秀榜

样事迹，引导学生树立自己大学生活和学习的总体目标，引

导学生深刻理解并自觉实践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

增强职业责任感，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

实守信、公道办事、开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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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程思政融入点及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融入点

第 1 部分 课程导学及新

生心理健康测评
无

第 2 部 分 认 识 心 理 健

康——基础知识概述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融入课程教学。

第 3 部分 我的大学我做

主——大学适应

1.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

第 4 部分 心宽以和 善结

人缘——人际关系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教学

第 5 部分 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地开——恋爱与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教学。

第 6 部分 让生命充满阳

光——生命教育

1.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

第 7 部分 知人者智 自知

者明——自我意识

1.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融入课程

教学。

③人际关系部分，一方面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国古

代传统文化中的故事，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同时通过“人际关系优化法则”，引导大学生诚信友善

地与人交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④恋爱与性心理部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爱情观、红色

革命爱情（如周恩来与邓颖超）、抗疫英雄们的爱情故事，

引导学生端正学生的恋爱动机、树立正确的恋爱价值观、培

养爱的责任和能力。

⑤生命教育部分，既可通过疫情形势下医护人员不畏病

毒，勇赴一线抗击疫情的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

并自觉实践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增强职业责任

感，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实守信、公道

办事、开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也可通过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小故事、小语言（如司马光砸缸），引导学生

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学习和领悟生命的价值。

⑥自我意识部分，可结合“黄文秀的事迹”教育引导学

生深刻理解并自觉实践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增强

职业责任感，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实守信、

公道办事、开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

4.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的考核评价
“‘课程思政’的素质目标是否达到，主要体现在评估

学生的态度、情感在课前课后是否发生了变化 [7]。”本课程

将课程思政的考核主要体现在考核方式的设置上，独立的作

业包括写一封家书、做一份下个月的“财政”规划、做一份

职业规划、做一份大学四年的发展规划等，结合学生自身情

况，能激发学生结合课程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团队作业以 7-8

人为一组，包括拍一个以课程某章节内容为主题的小电影、

开一次心理主题的小组讨论会（有 PPT 汇报成果）、自我

成长分析报告等，其中自我成长分析报告明确要求要结合课

程章节内容，通过自我描述、心理学理论知识阐述、分析结

果及改进发展思路 4 个部分，避免学生的报告过于空洞，有

利于体现学生经过课程学习所发生的思想状态和价值观层

面的改变和发展。

5 结语
“课程思政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8]，也是

各类非思政课程提高教育质量、贯彻人才培养理念、创新教

学方式的有效途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要与思

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思政元素融入心理教育的各个方面，才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促进

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为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心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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