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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丁闽江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 福州 350102） 

[摘  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特点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重要有益尝试和重要方法。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建立运行机制、发现

存在问题，寻找应对策略，对于规范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维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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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的快

速转型，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竞争压力越来

越强，心理健康问题和由心理健康引发的社会问题

得到全所未有的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迅速，生

理、心理的发展都不成熟，情绪不稳定，健康人格正

在逐渐形成。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他们面临来

自学习、人际交往、恋爱关系、家庭和谐、职业就业、

社会适应及自我成长等多方面的心理困扰，因心理问

题导致的学生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也时有发生。 

在现实背景下，高校陆续建立起了学校层面的心

理中心、学院层面的心理辅导站、班级心理委员的三

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机制。经过探索，有些发展较好、

有条件的学校将此网络延伸到宿舍，增加了宿舍心理

信息员网络，构建成四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机制。在

实践过程中，基于学校心理咨询队伍资源的缺乏和学

生对心理咨询的接纳度，我们挖掘了本校朋辈心理咨

询员的资源并起到了很好地效果，形成了学校——学

院——朋辈——班级——宿舍五级网络工作机制。 

一、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主要内容和工作职责 

（一）一级网络——校级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校级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全面负责全校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顶层设计者，

也是全校各级心理健康教育网络的业务指导者。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为全体学生提供专业的心

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工作，发挥专业优势，指

导各学院心理辅导站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各项工作。 

（二）二级网络——学院心理辅导站 

各学院设立学院心理辅导站，在学校心理中心

的指导下具体落实本学院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

咨询服务工作。由各学院的心理健康辅导员负责，

针对学生工作的特点，面向学院全体学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在学院党委和学校心理中

心的指导下，根据学院的具体情况制定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计划，策划、组织和实施本学院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三）三级网络——朋辈心理咨询员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在校级和院级层面

成立朋辈心理咨询员队伍，负责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中心的日常管理和一般心理问题的咨询接待工作，

并积极深入班级、宿舍了解情况，发现心理问题学

生并引导心理问题学生接受心理咨询服务。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中心的指导下开展心理相关活动。 

（四）四级网络——班级心理委员 

各学院应在各个班级中设立班级心理委员，在学

院心理辅导站的指导下，负责做好班级学生的心理健

康知识宣传工作。每个班级设 1-2名班级心理委员。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在班级宣传和普及心理健

康知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活动。 

（五）五级网络——宿舍心理信息员 

各学院应在每个学生宿舍中选拔具有亲和了和

一定工作能力的学生担任宿舍心理信息员。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发挥掌握的心理健康知识

优势，主动营造良好的宿舍氛围；协助做好宿舍有

心理问题学生的陪伴和跟踪工作。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实践的

初步成效 

（一）清晰保障机制，职责明确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是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一种顶层设计，该网络的层级结构清晰，

职责分工明确，在校级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统一指

导下，各层级网络之间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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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层级又可以独立开展工作。五级网络的建设使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加系统和科学，做到全覆盖，

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机制保障，提高了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角色定位。 

（二）统合学校资源，全面覆盖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统合了学校

资源，落实载体上到学校，下到宿舍，全面覆盖，

对全面普及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落实全员育人理

念具有重要意义；全面覆盖的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

络使各层级能够积极联动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动

态，对预防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危机事件的快速

处理提供了保障。 

（三）发挥朋辈优势，助人自助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实践中，充

分发挥了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

理信息员的作用。他们在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心理

活动开展、心理问题学生的早期发现朋辈之间的心

理互助、危机事件的报告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也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成长、朋辈互

助的一个重要体现，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符合中国

国情和学生的心理需要，也实现了助人自助的理念。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实践存

在的问题 

（一）学校重视不足，理念存在偏差 

学校支持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

但在具体工作的落实上，存在打折扣的现象。另一

方面，大部分高校建立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的目

的和对象还停留在发现问题学生，解决问题学生心

理问题的状态，没有把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学

生的心理素质，塑造健康人格作为建立心理健康教

育五级网络机制的初衷。 

（二）运行机制不畅，具体工作难以落实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立后，缺乏有

效的运行机制，各网络的具体工作职责难以落实到

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和心理咨询服务工作仍

然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实施

方法单一，效果难以显现；五级网络中学院心理辅

导站的工作薄弱，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朋辈

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的培

训和考核缺乏专业性，他们的职责难以落实，甚至

会导致不良后果；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

宿舍心理信息员缺乏可操作性的工作指南，在具体

工作中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三）涉及伦理问题，尺度难以把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中，宿舍心理信息

员、班级心理委员、朋辈心理咨询员在危机干预中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保密原则是否真正落

实，是否按照规范报告，都有可能触及同学的隐私，

有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辅导员知晓心理测试结

果，有可能把测试结果告知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

信息员或者朋辈心理咨询员，希望他们加予关注，这

又涉及到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的尺度难以把握。 

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实践

的几点建议 

（一）形成共识，齐抓共管，形成体制机制 

学校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五级网络建设的重要性要形成共识，把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制度化，创新运行机制，

明确五级网络体系中各级网络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

务，做到职衔接有序、积极有效运行；给予五级网

络建设基本的人员、场地和资金的保障，尤其要推

进和完善学院心理辅导站的建设，建立考核和奖惩

机制；形成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

心理信息员的选拔、培训、考核、奖励机制，制作

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

工作手册，规范五级网络的运行。 

（二）确实加强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

宿舍心理信息员的培养 

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

息员处在学生群体之中，他们最了解身边同学的情

况，最容易发现心理问题学生，开展心理活动最有

成效。他们的特殊性要求他们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

学知识和一定的心理咨询基本技能，以及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和开展相关活动的的独特方法，因此，

要建立完善的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

舍心理信息员分类选拔、培训、考核及奖励机制，

尤其要精心安排培训内容，精心编制培训教材、精

选自学读本，指导他们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对

朋辈心理咨询员、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

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优评选，开展技能竞赛，落实

他们的综合考评加分政策，促进朋辈心理咨询员、

班级心理委员、宿舍心理信息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制定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预案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五级网络建设有效实施，

需要学校制定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详细预案，预案

要详细的说明什么是危机干预、如何识别危机事件、

如何处理危机事件。明确五级网络各级在心理危机

干预中的职责，工作程序和工作规范，形成工作手

册，保障心理危机干预科学、规范、合理的运行。 

（下转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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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具有为班级奉献精神的同学都可以充分展现自己

的热情和才华，为学生建立丰富的展示平台。同时

要注意吸收那些落选的同学，不能因为他们没有选

上班干部就忽视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多多听取其想

法和建议，保持他们关心班级的兴趣和动力。其次

是民主管理的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要注意听取

辅导员和班级同学的意见，避免因为考虑不周而影

响到班级的管理效果。最后建立民主管理的激励机

制。在学期结束或者特定工作结束后，可以根据同

学的表现，设置一些奖项、或者礼品作为奖励发给

那些为班级管理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学，特别是

那些非班干部的普通同学。通过激励机制更好地维

持学生的工作热情，更好地实现工作目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21世纪教育的四

大目标：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学习、

学会合作
[3]
，可见新时期对于高校人才的培养也提出

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高校管理的模式也需要根据社

会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和创新。高校班级民主管理机

制的建立可以弥补学生自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不

足，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都具有重要的

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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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into perfecting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classes 
ZHAO Yan 

(Hefei Normal College,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class management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school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atmosphere, counselors’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lack of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students'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clas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 managemen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counselors’ sensible 

fulfillment of duty and setting up a good class atmosphere. So at present we can cultivate and promote the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set up democratic management platform which can be perfected by 

establishing rules and systems to perfect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It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university class democratic management, increasing students’ practice opportunities, and hence promoting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Key words: university class; democratic management; existing problems; perfect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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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level net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DING Min-jiang 

(Fuji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02, China) 

Abstrac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S

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l health, adapting to a new era, new situations, and new chara

cteristics and actively exploring new educational modes are important beneficial attempts and important methods fo

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of grea

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ve-level network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to 

establish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o identify problems, and to fi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standardizing and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maintain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campu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ive-level network; practice and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