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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融合定位的高校心理咨询与德育工作优化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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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咨询被引入高校德育工作以来，关于两者融合的思考不乏其例。本文从理念牵引到政府 

重视，从主体需要到客观需求，对两者融合予以探索性定位；在优化融合对策上，提出开设心理指导课程、完 

善心理咨询形式以及培养新型德育工作者等对策建议，为更好地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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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psychological cotmsellng was introduced into college moral education，many scholars have made efforts to 

integrate them．This paper proposes integration through philosophical driving，government promotion，subjective demand and 

objective needs．Besides，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moral education，the aLl~lor advises to establish 

psychological instruction curriculum．optimiz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ms and train n —type moral educators． 

Key words：psycholog~ cal counseling；college moral education；integration 

心理咨询于2o世纪 8O年代初传人我国，而后被引入高 

校德育工作中。心理咨询在高校德育这一平台上得以实施 

并 日趋规范和完善，它作为新的作用形式在为高校德育工 

作服务的同时，也进行着 自身的科学化进程，两者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细化两者的融合定 

位，探讨优化融合的对策建议，关系到两者 “一体化”合 

力作用的发挥。 

一

、 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的融合定位 

随着心理咨询融人到高校德育工作中，人们对心理咨 

询的认识逐步深化。但同时也出现了关于这两者角色定位 

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心理咨询与德育工作 自成体系， 

心理咨询并不是德育工作，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鉴于这 

样的理解，心理咨询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自然发挥得不明 

显；也有人过分强调和夸大心理咨询的作用，认为德育工 

作的发展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心理咨询能够取代 

德育工作，这样全盘否定德育工作的思考同样也是不科学 

的。要使得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工作的有效结合发挥出更 

强的作用效果，明晰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工作的角色定位 

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理顺关系、增强实效的前提。 

(一)理念牵引，从 “人本”的动力目标看心理咨询与 

高校德育的融合 

许多学者在对心理咨询与德育工作的内容、目标、方 

法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指出两者在很多方面有 

同有异。笔者认为两者之所 以能够很好地融合源于理念的 

牵引，就在于 “人本”动力 目标的一致性，都注重人的全 

面发展 ，关注人的身心成长，而这一点又是心理咨询与德 

育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对德育理论的深入研究，其个体 

性功能愈加凸显。从根本上说，德育的最高功能就是其个 

体性功能，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心理咨询明显的个 

人性价值具有一致性。心理咨询的个人性价值是指在咨访 

关系中，以来访者为中心，强调个体了解 自我，接纳自我， 

能体验 自我存在的价值。高校心理咨询与德育在本质上都 

强调了对人的关注，体现了人文关怀的价值。两者都强调 

人是目的，教育和咨询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满足人成 

长的需要，实现人的潜能，这是两者共同的人文价值。Ⅲ德 

育工作的落脚点是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具有健全人格的 

人。道德的本质属性是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和行为的 自 

主自觉性。_2 高校心理咨询的融人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受到人 

们的欢迎，就是因为它是以 “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人本”的理念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使得大学生们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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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 自身的成长与进步。 

(二)政府重视 。从宏观政策导向看心理咨询与高校德 

育的融合 

近年来国家教委对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十分重视，先后 

通过了若干指导性文件，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高校心理咨 

询工作朝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3 心理是思想的基础 ， 

良好的心理素质越来越成为高校德育的倾向性培养工作之 
一

。 能否解决好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关系到其身心的健康 

发展 ，关系到德育工作的有效实施，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大 

计。1995年 12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布试行的 《中国普通高等 

学校德育大纲》明确规定，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是培养学生 “具有 良好 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 

备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 

具有较强 的心理调适能力”。 4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也把心理素质作为 

当代青年必备的素质之一，强调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注重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动员社 

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6】由此可见 ，党和政府高度关 

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以及高校德育工作的主 旨目标， 

更加明确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咨询工作的 

要求，这对促进心理咨询与德育的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 

用，如何发挥心理咨询与德育工作的合力效能成为新的课 

题，而心理咨询与德育工作的融合必然走上一条科学化、 

规范化的发展进程。 

(三)主体需要，从大学生心理现状看心理咨询与高校 

德育的融合 

当前，大多数学生的心理是健康的，他们积极向上、努力 

进取，具有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也有 
一 部分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2001年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对北京 60OO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抽样调查中，有 

16．5％的学生存在中等程度的心理不良反应和适应障碍，其 

中达到严重程度的比例为 3％至 5％左右。卫生部 2003年调 

查统计显示 ，我国大学生中，16．0％至 25．4％存在不同程度 

的心理障碍。在新时期的大学德育工作中，关注心理健康 ， 

注重个人成长的理念，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心理咨询与德 

育的融合，使德育工作焕发了青春与活力。北京大学心理学 

教授钱铭怡认为 ，咨询是通过人际关系，运用心理学方法， 

帮助来访者 自强 自主的过程。大学生处于由学校青年走向 

社会青年的转折时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定型时 

期；处于学本领、长知识的关键时期 ；处于“迅速走 向成熟而 

又未真正完全成熟”的阶段。_8 基于这一时期，大学生的心理 

既具有不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可塑性 ，那么，对 自我的认知和 

成长就显得尤为重要。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道德品质的形 

成过程是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培养大学 

生良好的道德，哪一方面都不可忽视，各种心理过程之间具 

有协调一致的关系，这种协调一致性保证人在反映客观世界 

过程中的高度准确和有效。心理咨询的融入增加了“人文关 

怀”的因素，符合了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顺应了德育工作的实 

效性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客观需求，从德育工作发展的滞后性看心理咨询与 

高校德育的融合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的德育状况 

如何直接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大计。不可否认，高校德育在一 

定时期内发挥了培养高素质人才、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然 

而从德育工作的发展现状来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传统德 

育工作重视说教，使部分大学生对其产生了固定的认知模 

式，继而出现了逆反心理，甚至一部分人听到要上德育相关 

课程就开始产生厌烦情绪。较长时间以来，德育工作不那么 

重视人的心理特点、心理需要、心理发展规律，不重视运用心 

理学方面的知识开展德育工作，从而使德育工作缺乏针对 

性 ，德育的效果 自然就会受影响。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推进，大学生心理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 

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传统的灌输式德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 

大学生心理变化的需求 ，心理咨询的融入给我们带来许多思 

考与启迪。心理咨询重视主体需要，它的 目的与德育工作的 

目的一样明确，只是更加注重主体参与性。因为只有参与， 

才能充分调动主体积极性 ，使来访者通过引导更好地认识自 

己的问题、解决 自己的困惑，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德育的目 

的 。 

二、优化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融合的对策 

实践表明，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的融合，无论是加强和 

改进高校德育，还是促进心理咨询的发展都是有益的，但由 

于心理咨询引入高校德育工作的时问较短，存在的问题也不 

少。例如，德育教学领域的心理指导课程缺失，心理健康教 

育的实践性要求被忽视，对德育工作者的心理咨询相关培训 

工作欠缺等。探讨优化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融合的对策，对 

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 

(一)依靠德育目标导引方向，开设心理指导课程，拓宽 

德育教学领域 

心理咨询与高校德育有机融合的途径 ，表现在依靠德育 

目标导引方向。一方面，开设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是系统科 

学灌输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它既能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 

又帮助大学生培养优良心理品质和提高心理调适能力，从而 

成为大学生德育经常性工作的重要内容。比如，开展个案学 

习、分析、讨论的方式，通过鲜活的例子来启发和引导学生的 

价值取向等问题；在团体心理咨询训练过程中，可以采取既 

有趣味性又有启发性的团体游戏，通过集体参与和感受来引 

发学生自主性思考等。既尊重差异性又兼顾整体性，增强德 

育课程的针对性和效能性。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并发挥心理 

健康测评软件的优势，是拓宽教育教学领域，增强德育效果 

的重要手段。有选择地开放信度和效度都较好的心理测验， 

使学生通过心理测验主动了解自身的心理特点，关注自身的 

心理健康和人格完善，主动寻求指导和心理健康服务。与此 

同时，将心理测验的评估结果和解释与咨询指导结合起来， 

使得学生既满足了自我认识、自我定位的心理需求，又通过 

这种方式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学生求助的主动性，能收 

到良好的德育指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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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朋辈心理咨询作为德育工作的辅助手段，完善 

德育途径 

朋辈心理咨询是高校心理咨询的一种新途径，它的出现 

为德育工作增添了新的辅助手段。在高校环境里，朋辈心理 

咨询，是指经过严格把关，挑选出在德育方面公认的比较突 

出且具有代表性的学生，通过半专业训练并在专业人员督导 

下，以个人成长的鲜活例子为基点，运用积极倾听、问题解决 

的技巧以及心理健康的知识，对需要帮助的朋辈提供倾诉、 

支持或咨询的服务。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由于 

同辈咨询员与求助者之间年龄、经历、体验、知识水平相似， 

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相似，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容 

易被求助者接纳，效果会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无专业压力， 

无“咨访代沟” ]。“咨访代沟”这一概念是用来描述咨询员 

与来访学生之间由于年龄、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多数不同而产 

生的心理距离，双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变化、思维 

方式上存有很大的差异和分歧的一种现象。它是影响高校 

心理咨询效果的重要因素。朋辈心理咨询作为德育工作的 
一 种辅助手段，迎合了部分学生的心理特点，即一旦有任何 

心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向自己的好友寻求帮助。由于咨询 

者是同辈人，使得咨询者与求助者的关系更像是好友，亲和 

力强，容易取得求助者的信任，很好地减轻了这种“咨访代 

沟”带来的压力 ，使得求助者更容易吐露心声，增强了共情的 

能力，德育效果更入微。 

(三)提倡“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德育 

工作者的心理咨询培训。培养新型的德育工作者 

心理辅导咨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国外从事此项 

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还要有较多的 

实践经验，相比之下，国内的从业人员还远远不能满足这种 

要求。调查发现，目前高校从事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人员，德 

育工作者约占半数，其中大部分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2001 

年3月，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通过专、兼、聘等 

多种方式，建设一支以少量精干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 

专业互补、相对稳定的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 

伍”，“要重视对班主任、辅导员以及其他从事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的干部、教师进行有关心理健康方面内容的业务培训。” 

高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德育工作者处于学生工作的第一 

线，与学生接触多，这就需要对德育工作者加强心理学知识 

和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笔者提倡“走出去”与“引进来”相 

结合的方针。“走出去”即派遣从事心理咨询的德育工作者 

到国外发达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绩效比较突出的学校和 

机构考察学习，汲取营养；“引进来”即参照国外发达国家对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人员进行培养和管理的经验以及先进的 

心理健康教育理念，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区分优势与薄弱 

环节，科学地引入并有效整改，努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新型 

德育工作者队伍。实施这个方针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开 

展心理咨询培训班，采取课堂讲授、专题讲座、临床实践、现 

场观摩、实际操作、经验交流和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使德育工作者掌握新的心理测量技术、心理咨询、治疗手段 

和方法，提高德育队伍的心理咨询水平，适应高校以“育心” 

为主的“育人”目标的需要。同时，德育工作者通过学习心理 

咨询知识，掌握了一种较好地认识和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方 

法，转变了观念，这既有助于学生心理健康和顺利成长，又深 

化了德育，使德育工作更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而取 

得更好的效果。 

(四)加强高校与心理咨询专业机构合作。推动学校、家 

庭和社会相结合的新型辅导模式 

目前，在高校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德育工作者或医生虽 

然经过一定专业培训和咨询实践，但对有些心理异常现象进 

行准确的鉴别与诊断依然是很困难的。在高校经常遇到的 

情况是发现了异常心理问题，由于学生本人不情愿被转介、 

家长怕被退学、不愿到精神科就医，隐瞒实情等，加大了学校 

工作的难度 ，延误了治疗最佳时机，往往造成悲剧。所以要 

加大高校与心理咨询专业机构的合作，通过对学生的心理档 

案进行共同分析处理，区别病情轻重以及有无 自知力的不同 

状况并分开对待，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治疗不是 目 

的，“防患于未然”才是关键。在与心理咨询专业机构合作的 

同时，要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新型辅导模式，注重 

显性引导与隐性关爱的渗透结合 ，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预见 

性。家庭、社会及学校是学生极为重要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环 

境，学生的心理和言行与家庭 、社会和学校环境的氛围息息 

相关。所以哪一个影响环节都要高度重视 ，充分结合各自本 

职工作，不同程度地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渗透 

教育，更好地唤醒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关爱。此外，心理 

咨询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也需要取得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积 

极支持和紧密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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