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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内外联动体系的构建 

——以湖州师范学院为例 

许金凤
1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本文针对大学生心環健康趑育课内与课外的现状调查并进行原因分析，提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内外联动机制，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通过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课外活动有机结合，丰富

教学内涵，延伸教育内容，建立课内外联动体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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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学习压力大，处理人际关系能力较弱，大学生心理问题层出不穷。政府、社会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

度和重视度越来越高。教育部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心理健康教育要以

课堂教学、课外教育指导为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形成课内与课外、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网络和体系。”可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内外联动体系的构建十分必要。 

地方本科院校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由于地方院校的特殊性，学生的安全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笔者通

过调研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和课外活动开展情况，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任课教师和部分学生进

行访谈，深入了解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内外联动情况，听取合理化建议，并在相关学院进行试点。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现状 

1.1课程教学的现状 

201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髙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各髙校积极响应开设必修课，开课面已经实现

全覆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成为教育主要渠道，课程开设也比较规范，设立教研室，集体备课，教学规范。经调查，笔

者发现大学生对课程的期待和满意度均较髙。学生普遍反映，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师上课轻松，会结合一些案例开展教学，对

于心理知识掌握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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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课外活动的现状 

为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处、校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和二级学院每年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活动，如心理情景剧、

心理沙龙、团体辅导等，同时还有 5 月 25 日、10 月 10 日等特殊节日开展系列活动，从个体到面上、从特殊到普遍，人人可以

参与，营造了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这些心理健康活动趣味性比较强，同学比较愿意参与，但是参与后个人的收获与课程

教学的理论知识的相关度学生不能很好的感受，往往觉得上课是上课，活动是活动。 

1.3课内外联动现状 

经过与任课教师、学生和相关工作人员深人地面谈，了解到目前课程大部分是由教学部门管理，而课外活动大多由学工部

门负责，两个部门在相互设计时各自为阵，两者的相关度不高。教师课堂讲授以理论为主，要按照原有的教学计划进行，没有

时间和载体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体验；课外活动以项目式或者一次性的活动为主，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参与性和趣味

性比较强，但是与课堂知识的运用结合不紧密。 

2 课内与课外相分离的原因分析 

2.1实施主体不同 

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主体，通常采用传统教学的模式比较多，为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授课内容，依据授课进度以“讲授”为

主，课堂上也没有充足的时间让老师们交流互动或者采取活动形式。课外活动以辅导员为主体，通常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活动，

形式多样，时间灵活，更注重于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氛围，专业知识的引导比较少。 

2.2培养目标不同 

课程教学侧重教学的规范性和理论性，教师需要从知识层面去了解上课的效果，而学生也是通过考试的形式来反映接受教

育后的效果。课外活动更侧重是学生在参与中体验收获，不需要理论知识掌握多少扎实，但是在参与中能够促进自己和他人的

健康成长即可。 

2.3资源分配不同 

课程教学作为学校传统教学的主要方式，时间保障和课程任务安排受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场地等硬件首先保障教

学，学生也会对于考试成绩的重视而更加注重课程教学。课外活动往往是学工线组织的活动，有时间或者感兴趣才去参加，没

有考试的压力，比较自由。这也导致学生课外活动不够重视。 

3 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内外体系的实现路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内外联动体系的构建需要全校全体教师的参与，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做好路径设计，整合教学与学

工资源，联合教师与辅导员力量，实现课内与课外紧密相连，才能形成有效的联动体系。 

3.1实施课外活动“成绩单”，推动课内外联动 

以湖州师范学院为例，学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出台实施课外活动“成绩单”，使课内与课外实现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具体落实到试点学院，学院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成绩认定拆分为课堂考试成绩和课外活动成绩，按照一定比例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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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求，比如必须参加心理沙龙一次，参与心理游戏一次等，到课程结束必须参与一定时长的课外心理活动。专业教师除了

常规课程教学以外，全面参与学院学工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设计，将授课内容的理论知识点与课外活动一体化设计，比如在讲

授大学生情绪调整内容时，与心理情景剧紧密结合，设计以情绪调整为主题的情景剧，让学生按照班级或者分组进行情景剧创

作和演绎，通过心理情景剧形式展现出大学生在情绪调整上存在的各种情况，并结合理论知识点进行点评和分享，从而将知识

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工线在安排学院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时，也广泛征求心理教师意见，同时学生参与课外心理活动，按照

参与次数和参与效果给与打分，并将分数运用到课堂中去。这样，既结合授课内容有意识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参与

和体验对上课的知识进一步巩固，又让学生学会在生活中运用心理健康知识。 

3.2构建完整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构建教学-学工联合，专业教师、学工老师、学生全员参与的完整体系。教学学工联合，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在每学期制定

工作安排时，召集全体授课教师和辅导员，联合做好课内课外安排。课内以理论知识教学为主，课外作为课内的延伸和拓展，

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和 i 皆发展。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在课

外通过参与心理活动，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运用操作，学会运用知识处理实际问题，做到学以致用。 

3.3教师与学工联动 

教师在实施课外活动“成绩单”时，要与辅导员、班主任取得紧密联系。课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往往是

学工线，与他们保持良好沟通，在活动设计时融人课程元素，这样既减少了专业教师的工作量，有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外心理活

动的积极性。辅导员在设计课外心理活动时，要主动征求专业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尽早谋划好，同时做好课夕卜“成绩单”的

公正评价，保障学生课外“成绩单”的公平公正。 

3.4课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程化设计 

除了与任课教师保持亲密联系外，学工线在设计活动时，可以将一些常态化、规模化、体系化的活动以课程的形式开展。

比如“5.25”心理健康活动月，作为学校每年的固定活动，持续时间达一个学期之久。可以将活动内容按照课程模块设计为

“知”“行”“悟”三个板块：“知”的板块以心理讲座、心理培训等形式开展，让学生巩固和加深心理理论知识；“行”的

板块以心理游戏、心理情景剧等形式开展，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学会运用心理知识；“悟”的板块以读书分享会、心理日记等

形式开展，从学生的心理感受中领悟心理知识。将固定的活动以课程的形式开展，既让学生获得了学分，也让辅导员的工作有

了更多的认可和体现。 

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内外联动体系的构建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的，但其必然性和重要性不容忽视。希

望能够通过调查与尝试，不断推动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学生课内外联动体系发展，全方位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效果，促

进大學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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