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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中央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教育部在

2023年重点实施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专项行动。高校是立德树人的

主战场和主阵地，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把心理健康

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一、政策参考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年 10月 16日） 

 

普通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原则上应设置 2 个学分

（32—36学时）。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 1：4000配备专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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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教师。面向高校辅导员、研究生导师等开展个体心理发

展、健康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全覆盖培训，定期对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纳入学校改革发展整体规划，纳入人才

培养体系和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作为学校办学水平评估和领导班

子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经费保障。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教体艺〔2023〕1号） 

 

全覆盖开展高校新生心理健康测评。构建心理重症危机干预

体系，促进校医协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部思政司 2023年工作要点》 

二、理论观点 

重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因为学生的心理都不健康，

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维护和增进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 

——教育部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俊德 

 

高校校医院应增设心理健康门诊，将心理健康服务“关口”

前移，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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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程建平 

三、实践探索 

天津大学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加强学生知识技能培训。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选修课，开

展覆盖全体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展“一米阳光”宿舍工

程，塑造团结友爱的宿舍文化。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生思政工

作，通过党团日活动开展心理素质拓展、团体辅导，开设“心灵

成长”工作坊；发挥班级心理委员、宿舍长等朋辈互助作用。 

构建全周期工作模式。构建“筛查—咨询—门诊治疗—危机

干预—住院治疗—全程跟进”工作模式。开展新生心理筛查，提

供发展性咨询和辅导，开设校内心理门诊。建立“学校—学院—

班级—宿舍”四级网络体系，在学院和“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

心理辅导站。建立心理教师 24小时值班制度。构建学院副书记、

辅导员、本科生班主任、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家长、心理咨询师、

专业医生等“家、校、医”共同参与的心理干预机制。 

研究与实务相互促进。开展学生心理问题和干预机制研究，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科研助力解决危机干预难题。探索构

建心理健康评估体系，应用于心理预防、咨询、治疗全周期；开

展学生健康心理机制研究，进行心理特质和团体效能研究。 

培育建强工作队伍。打造由专兼职心理教师、心理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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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注册督导师、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构成的专业

队伍。促进辅导员队伍与专职心理教师队伍协同联动，加强辅导

员、研究生导师、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技能培训。 

四、有关建议 

1.全过程健全心理工作体系。完善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

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工作体系。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

视情况增加测评频次和范围。开展心理咨询辅导，加强重点群体

帮扶。健全“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四级预警网络，发挥

班级心理委员、党团骨干、宿舍长等朋辈作用，及早发现处置。 

2.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并举相

结合。探索“思政+心理”育人模式，发挥日常思政工作、思政课

程、课程思政心理育人价值。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上好心理

健康必修课、选修课，开展生命教育、挫折教育，普及心理健康

知识和技能，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意志品质。 

3.全员参与心理育人。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 1:4000的要求

配齐建强心理师资队伍，面向辅导员、研究生导师、任课教师、

班主任等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培训。强化家校社协同，提升

家长对心理问题的认识和重视，争取社会专业力量的支持。 

本期发送范围：校领导、学工部、研究生院、教务处、沙河院区、团委、

校医院、宣传部、人事处、体育教学部、各学院（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