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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康人生，是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坚持以人为
本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有效方式，是驱动学生人性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开发学
生潜能的可靠途径，是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加强德育工作的内在要求。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
质，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
身体素质的和谐发展，是高等学技的重要任务，应给予高度关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
育体系中的重要类型。"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它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一线需要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力量。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高等职
业院校的数量和办学规模，均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面提高高职高专教育教学质量的过程中
，依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开展辅导和咨询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好环境
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问题，
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努力"把需要工作的人培养成为工作需要的人"。大
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发展时期。崇高的理想信念，正常的智力思维，积极的情
绪情感，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格品质，坚强的意志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成熟的心理行为，
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日渐加快，竞争不断加剧，
所有的大学生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充满矛盾的人生，每个人都注定会产生许多心理困扰。构建和谐社
会，需要更多和谐的个体。热切希望每个大学生能认清客观形势，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肩负民族振
兴的使命，塑造健全的人格，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优化心理素质，提高心理水
平，促进全面发展。这本书凝聚了学者们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中多年探索的成果，具有科学性、实用
性，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有利于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成长成才，而且对大学生成功走向社会，追求幸
福人生亦有指导意义。希望每一位读者拥有健全人格、描绘出自己美丽的人生，为人类、为社会、为
祖国健康成长，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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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心理咨询的影响因素一些学生进入心理咨询中心，对心理咨询工作或者对心理辅导老师抱有极高
的期望，“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我希望老师帮我解决好这个问题”。“心理咨询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都谈了两次了竟然一点收获也没有。”“老师是专家，他知道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在心理咨询和
辅导过程中，类似的想法经常被大学生求助者提及。每个想要寻求心理辅导的大学生都几乎面临着心
理上的困扰，他们想寻求帮助，所以他们对辅导老师的期望和信任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因为这对
整个咨询和辅导过程能提供很大的帮助。然而大学生朋友将心理咨询师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神，总期望
自己是一块石头，由老师点石成金，这种想法又是不恰当的。这种过高的期望和要求等同于将自己的
命运交给了他人，让心理咨询师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压力，而当事人自己没有承担改变自己的责任，
这与心理咨询的“助人自助”宗旨是相违背的。过高的期望必然会给整个咨访关系和咨询效果带来影
响，影响整个活动的过程。心理咨询师不是神，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并不能通过几次的会
谈来替当事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心理咨询的活动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影响咨询过程和咨
询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咨询员、当事人、过程与方法。(一)当事人的因素在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中，每
个心理咨询员都是满怀热情地接待每一个有需要的学生，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大学生进入到心理咨询
室都适合做心理咨询，且能够在心理咨询中获得最大帮助。因为心理咨询只能借助心理学的手段，譬
如认知领悟、情绪宣泄、行为练习等对人的心理因素进行干预，那么也就暗示着只有那些心理因素是
痛苦的原因或对个体困扰起重要作用的人才适合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那些心理和行为上有异常，但
心理因素在其中不起作用的当事人，或者心理因素起作用但由于障碍特殊性以及心理治疗手段受到局
限的当事人都不适合进行心理咨询。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我们认为精神科的患者不适合进行心理咨询
，像精神分裂症病人、情感性精神病患者以及脑器质型精神障碍病人、反社会人格障碍、偏执型个人
障碍、人格分裂型病人都不适合做心理咨询或者不适合以心理咨询作为最重要的帮助手段。一般适合
进行心理咨询以提供心理服务的来访者具有以下条件：①具有基本正常的智力基础。能够对自己的问
题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描述，能够理解咨询员的意思，具备一定领悟能力，可以通过会谈领悟到一些问
题的实质所在。②内容合适。正如前所述，并非所有困难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解决问题，有
的问题适合使用心理咨询，而有的则明显不适合做心理咨询。一般来说，心因性障碍、神经症、行为
障碍、身心疾病等，特别是与心理社会因素关系很大的适应不良、情绪调节障碍、心理教育与发展问
题，都比较适合进行心理咨询。那些更多由生物学因素引起的问题、处于发作期和症状期的病人、缺
乏自知和自制的当事人都不适合做心理咨询。因为这些人可能辛苦地接受心理咨询但却往往有劳无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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