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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问题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对待民族问题关乎国家的
稳定与发展，也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民族教育问题就受到重视，并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院校是民族教育中的高等教育部分
，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0多年来，民族院校为少
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推动了民族文化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共同
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国内民族矛盾、冲突问题突出，文化
移入、文化冲突、文化适应等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民族院校的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
研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意义重大且深远。教育
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入的发展，在人的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心理素质的发展。大学生不仅要
保持心理健康，还要开发潜能、寻求发展，追求生活的质量。近年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实
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民族院校由于其教育的特殊性，以及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学生心理素质培
养方面有不同于其他院校的特点。近年来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民族院校学生心理问题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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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内容简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教育是中国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不同的学科研究民族教育及民族院校的教育问题，有助于扩大研究视野，在研究思
路与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将文化因素引入心理健康教育，研
究民族院校学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个人心理发展，及其在文化适应和传承本民族文化过程中出现的
心理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干预学生心理危机的方式，形成民族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
危机干预体系。

心理健康是一个带有文化内涵的概念。少数民族院校的管理有其特殊性，学生也有其民族特殊性，在
心理健康教育中要注意文化因素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详述
了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和特殊性问题，还设计了适用于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专
题与特色活动，总结了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从文化与社会支持的角度构建了民族院校大学
生心理危机干预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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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通常人们理解的心理健康是指人的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以及较高的心理发展水平，即人在面临
各种变化时，能保持心理与行为的正常。对心理健康内涵的理解，决定了人们对个体是否健康的判断
标准。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理论流派与研究思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心理健康进行了阐释与界定
。在众多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的成果非常丰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国内外
学者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多达上百种，而实践工作者却难以对此加以把握。在我国，由于心理健康概
念与标准是从国外引进的，本土化过程中国内学者对此分歧较大，而实践中的问题更为突出，反映在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就是出现了工作重心不同、工作人员能力要求不同等现象。心理健康的内涵问
题，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一）心理健康内涵与
心理健康标准国内外学术界或从障碍层面，或从现实层面，或从理想层面，对健康或不健康进行诠释
，因此，对心理健康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的从人心灵深处挖掘心理障碍的起因；有的从外显的行为推
测早期不良习惯的形成；有的从内部认知窥探人格异常的源起；有的侧重人的价值与潜能的发挥对心
理保健的作用；有的强调家庭、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同的健康标准
。1.国外学者关于心理健康及标准的观点1）国外学者对心理健康概念的理解外国学者对心理健康内涵
的理解，有不同的倾向性与关注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积极自我概念和良好行为习惯；
重视适应状况；关注个体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等。不同的理解，反映到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的标准上，
即有的宽松，有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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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南民族大学工作20多年，使我对民族院校和各民族大学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回想起最初与少数
民族大学生面对面的接触，我对他们充满好奇，并被他们强烈吸引。但由于对他们的不了解与不理解
，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开始慢慢疏远他们，甚至对某些民族的学生产生恐惧感。而在后来的工作
过程中，我慢慢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他们，充满好奇地去探索他们。从此，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
新的世界。本书出版，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20多年来的每一届学生们。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没有学
生的陪伴，就没有老师的成长。不同民族的学生让我了解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对人发展
的影响。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霍文达教授，是他把我引入到民族教育研究的道路上来。导师虽然已经退
休，但一直关注民族教育的研究，每年都有新作出版，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导师一直耐心地指导我
，关心我的工作，对导师，我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中南民族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同事们，我们
相伴走过风风雨雨的每一年，收获了人生酸甜苦辣的每一种滋味，生活因此而丰富多彩，我们彼此见
证了对方的每一步成长。感谢各民族院校的支持，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得到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
的支持，在此一并感谢。也感谢各民族院校网站与研究者们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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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民族院校由于民族教育和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学生心理素
质培养方面有其独特之处。民族院校的学生时有因文化差异与文化适应方面产生的心理问题，因此民
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值得高度重视。《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践》适合民族院校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者，民族学、民族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民族院校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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