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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大行政〔2017〕289号

关于印发《温州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现将《温州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温 州 大 学

2017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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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

意见》以及《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浙江省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现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1.学校成立温州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任组

长。成员由党校办、宣传部、研工部、教务处、学工部、保卫处、

团委、后勤集团、各学区、各学院等学院部门负责人组成，办公

室设在学工部。领导小组的职责是：全面规划和领导我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督促有关部门或单位认真履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职责，指导和协调心理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

2.构建学校、学区/学院、班级、寝室四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网络。设立温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挂靠学工部，配备专职

人员，负责全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各学区设立二

级心理辅导站，设立心理辅导员、兼职心理辅导员，具体负责学

区心理健康相关工作；各班级设立心理委员，每周汇报班级同学

心理状况，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动态。进一步健全相关制度，将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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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专项经费，确保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按照浙江省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

的规定，学校按每年生均不低于10元标准设立建立健康教育工作

经费。心理健康教育的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

正常运转，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咨询设备添置，组织专题辅导、

讲座、报告、征订报刊杂志以及师资培训等项目。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任务

4.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原则是：（1）坚持心理健

康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既要帮助大学生优化心理素质，又要

帮助大学生培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2）坚持普及教育与个别

咨询相结合。既要开展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更要根

据学生不同情况，开展心理辅导和咨询工作。（3）坚持课堂教育

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既要通过课堂教学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又要

组织大学生参加陶冶情操、磨练意志的课外文体活动，不断提高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4）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既要充

分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增强学生心理调适能力。（5）坚持解决心理问题和解决实际

问题相结合。既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又要为大学生办实

事办好事。

5.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帮助大学生认识健康心理对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2）

介绍增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和途径，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心理品

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有效开发心理潜能，

培养创新精神。（3）解析心理现象，帮助大学生了解常见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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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其表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心理问题。（4）

传授心理调适方法，帮助大学生消除心理困惑，增强克服困难、

承受挫折的能力，珍爱生命、关心集体，悦纳自己、善待他人。（5）

预防学生由于心理困惑引发的突发性事件，建立健全四级保健网

络，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等资源，进行必要的危机干预，消除由心

理困惑而引发的各种突发事故的隐患。（6）坚持积极心理学为工

作理念，传播幸福理念，培育学生积极人格特质，提升心理调适

能力。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6.充分发挥课堂教育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开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鼓励和支持教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

的选修课程，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等相关课程教学对提高大学生

心理素质的重要作用，使广大学生了解相关的基础知识，强化心

理健康观念，增强心理自我保健能力。鼓励教师结合教学工作过

程，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学科教学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

健全的人格。不断丰富心理健康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通过

案例教学、体验活动等形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逐步建立适合我

校实际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

7.拓展课外教育指导的空间。充分利用学校广播、报刊、宣

传栏、心理教育刊物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

营造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

5·25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节等活动，以多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生动活泼地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根据学生发展不同阶段的需

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中存在较为集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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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适时举办形式多样的专题讲座和活动，帮助学生解疑释

惑。支持大学生组建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社团，通过举办生动活

泼、丰富多彩的活动，强化自我教育意识，发挥大学生在心理健

康教育中互助和自助的重要作用。

8.开展心理辅导和咨询工作。积极拓展工作途径，面向全体学生

开展心理辅导和咨询活动。通过个别咨询、团体辅导、心理行为

训练、网络咨询、班级辅导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经常、

及时、有效的心理指导服务。加强心理咨询制度建设，重点做好

特殊学生的心理辅导和咨询，帮助他们化解心理压力，克服心理

障碍。发现存在严重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学生，及时转介到专

业医疗机构。

9.建立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机制。认真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排查，建立学生心理档案。进一步完善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工作

机制，重视心理问题高危人群的预防和干预，特别注意防止因严

重心理障碍引发自杀或伤害他人事件发生，做到心理问题及早发

现、及早干预、有效控制。建立心理预警对象库，定期开展危机

研判会。建立从学生骨干、班主任、辅导员到学区、学院、学校

的快速危机反应机制，建立医校合作机制。

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队伍建设

10.努力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专业互补、

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队伍。

按照师生比不少于1:4000配备从事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的专职教

师。专职教师应具有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学历和专业

资质，一般具有研究生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其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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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聘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序列或相应专业序列。学

校聘请一定数量的、具有相关资质的校内外专业人员担任心理健

康教育兼职教师。专兼职教师开展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活动，

应计算相应的工作量。

11.强化培训，不断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服务水

平。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的培训纳入学校师资培训计

划，通过培训和学术交流，不断提高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

询工作的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重视对辅导员、班主

任以及其他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方

面的业务培训和经验交流，鼓励辅导员参加心理相关培训。

12.朋辈辅导，发挥学生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把

朋辈心理辅导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有益和必要补充，健全工作网

络，发挥学生在促进大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

的作用。

1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研究。与校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

合作，结合课堂教学、日常心理辅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通过分析我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当前学生

心理素质的发展规律，探索提高我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新途径、

新方法，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通过调查研究、课题指导、专题研讨和推广优秀科

研成果，区域性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温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10月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