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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文件 
 

鲁轻院学字〔2020〕33 号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系（二级学院）、处室： 

为进一步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科

学化发展，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党〔2018〕41 号）、国家卫生计生

委、教育部等 22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

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

的通知（教思政厅〔2011〕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基本形成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四位

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面、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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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断扩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明显增强，心理健康素质普遍提

升。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预防、识别、干预能力和水平

不断提高。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及时、措施得当、效果明显，

心理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 

二、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与实效性相结合。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心

理健康教育规律，科学开展工作，完善教育和咨询服务体系，有

效解决学生思想、心理和行为问题。 

（二）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坚持心理健康教育面向全体，

关注个体，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三）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充分发挥心理教师、辅导员

等育人主体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培养自

主自助维护心理健康的意识和能力。 

（四）发展性与预防性相结合。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挖

掘学生心理潜能，促进身心和谐发展。重视心理问题的疏导干预，

最大限度预防严重危机个案发生。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知识教育 

1.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

校整体教学计划，规范课程设置，对新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公共

必修课，公共必修课设置 2 个学分，32-36 学时。面向全体学生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全覆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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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大学生学习兴

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2.根据学生发展不同阶段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适时举办各

种形式的讲座、报告，普及宣传心理健康的科学知识和保持心理

健康的科学方法。 

（二）强化咨询服务 

1.优化咨询服务平台。加强硬件设施建设，设立心理发展辅

导室、心理测评室、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团体活动室、综合素质

训练室等，积极构建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自助与他助相结

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体系。 

2.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心理咨询的值班、预约、转

介、重点反馈等制度，遵循心理咨询的伦理规范，坚持保密原则，

加强心理咨询个案记录与档案管理工作。 

3.拓展指导咨询途径。通过个别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

书信咨询、团体辅导、心理行为训练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及

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针对不同学段、不同专业学生

或群体，精准施策，因材施教，把解决思想问题、心理问题与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关心呵护和暖心帮扶中开展教育引导。 

（三）加强预防干预 

1.完善心理测评方式。优化量表选用，禁止使用可能损害学

生心理健康的方法和仪器。科学分析经济社会、互联网新媒体、

个人成长历程、家庭环境等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深刻影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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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把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变化规律，不断提高心理健康素质测

评覆盖面和科学性。 

2.健全心理危机预防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学校、系（二级

学院）、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完善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方案，做好心理危机学生跟踪服务，注重特殊时期、不同季

节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 

3.建立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畅通从学校到精神卫生专业

机构的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及时转介疑似患有严重心理或精

神疾病的学生到专业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 

4.做好心理危机善后工作。对危机事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提

供支持性心理辅导，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及时

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学生对心理危机事件的认识及应对能力。 

（四）开展宣传活动 

1.加强宣传普及，通过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大学生心理健

康节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理情景剧

比赛、心理主题班会等多种有益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

动和心理素质拓展活动，不断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吸引力和感染

力。 

2.拓展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书刊、影视、动漫

等传播形式，组织创作、展示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精品，传播自尊

自信、乐观向上的现代文明理念和心理健康意识。 

3.创新宣传方式，广泛运用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手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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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等媒介，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心理

保健能力。 

4.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视班集体和社团组织在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指导各系（二级学院）学生会心理部、

大学生心理协会和班级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增长

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心理调适能力。 

四、体制机制 

（一）成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组长，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

长，成员包括学生工作处、组织统战部、教务处、财务处、后勤

处、团委、保卫处、宣传部及各系（二级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心理咨询中心，负责推进全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相关部门

各负其责，相互配合，保障心理咨询中心在软硬件建设、人才培

养、教育教学、科研立项、社会服务、经费保障等方面落实到位。 

（二）健全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 

健全校、系（二级学院）、班级、宿舍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网络，建立明确的职责分工和协调机制。学校设立心理咨询中

心，负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具体组织全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开展。系（二级学院）成立心理辅导站，负责落实本

系（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班级、宿舍分别设立班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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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宿舍心理观察员，协助系（二级学院）开展心理健康知

识宣传、心理问题排查及信息报送等工作。 

五、工作保障 

（一）队伍建设 

1.加强人员配备。建立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互补、

相对稳定、素质较高、比例合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

专职人员按照不低于在校生 1：4000 配备。 

2.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理论水平

和服务技能。保证心理咨询中心专职教师每年参加专业培训和学

术会议。加强对辅导员及其他思政干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培

训，提高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帮扶工作能力。 

（二）工作条件建设 

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投入。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每

年按不低于在校生人均 10 元的标准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设备和心理测试软件购置、

外出学习交流、科学研究和心理健康档案建立等工作，保障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的顺利开展。 

2.加强心理场地建设和设施配备。按照分步建设原则，逐步

配备必要的心理功能室、办公设备以及心理专业设备，不断改善

工作条件，满足不同群体学生的咨询需求。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20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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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