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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建制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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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在影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诸多因素中，“ 依附性管理” 体制是症结所在。要实效推进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必须从体制改革上入手，取消依附性建制，构建“独立建制 ”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制，包

括垂直化行政管理、专业化业务管理、职业化师资管理，使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足以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需求动

态作出实态性与适态性的机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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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independent system 

FENG Tie-l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effectivenes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pendent 
administration as an institutional barrier is the key one. In order to promot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effectively, 
current institutions should be changed. It is pivotal to take independent institution instead of dependent institution i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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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承载着学习、生活、就

业、情感等诸多压力，因为心理问题引起的行为偏

差和自我伤害事件越来越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

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1]。特别

是 21 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连续

颁布多个文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内

容、工作方法、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

求。各高校积极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

和工作机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

绩。然而，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大学生的

实际心理需求仍有不小的距离，一系列问题也如影

随形，并成为影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重要

因素。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功能定位存在片面

化、功利化倾向；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机构不健全、

经费投入力度不够；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严重不足、

结构不合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形式单一、受众面

小等等。所有这一切“ 发展中的问题 ”，最终都

可以追溯到管理层面上的体制症结，即依附性管

理。 

“ 依附性管理 ”，即俗称的“挂靠”，指

社会转型期间因缺乏成熟的管理样板，将创新机构

挂靠于既有的相关机构、将创新事业行为纳入既往

管理模式的一种权宜性机制。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

的新事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没有现成管理样板可

循，在创建初期，只能就近寻找一位“婆婆 ”——

德育教研部或学生工作部等部门来充任临时管家，

从而使其在既有管理框架模式之内合法出生、合法

游戏。从体制上看，“ 依附性管理”的直接表现

是缺乏独立建制；反映在运行机制上，建制依附性

必然带来创新机构在财务、人事、行政等方面的管

理依附性，从而使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陷入多头

管理、交叉管理及责权不清的管理漩涡之中，由此

导致其事业发展时常处于两难境地：其事业创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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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机制创新来支撑，但传统的人事、行政与业务管

理机制又对事业创新形成惯性制约；既要在外部对

学生、学校领导、挂靠机构与家长和社会公众负责，

同时又在内部缺乏足以承担相应责任的事业创新

与管理创新的自主权。 

当然，作为一种权宜性或过渡型机制，依附性

管理也有“ 一便 ”、“ 二快 ”、“ 三省 ” 合

理性一面。所谓“一便”是便于对口管理，“ 二

快 ”是指布点快、启动快，“三省” 是省钱、

省力、省行政资源。这种管理方式在心理健康教育

初始阶段，对催生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发挥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日

渐成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要步入一个新的台阶，

依附性管理也逐渐凸显出“一强 ”、“二慢 ”、

“ 三不 ”的弊端。所谓“一强”是指依附性

强，“二慢” 是指程序反应慢、形势适应慢，

“ 三不 ” 是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不利于创新

管理机制、不利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事业转型发

展。需要强调的是，就过渡性质而言，依附性管理

的积极意义已属 “过去完成时” 态；但就现实

发展趋势而言，其消极作用则正处于 “现在进行

时 ”态之中，若不采取有效的针对性措施来加以

及时改变，则整个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将因这一

管理瓶颈的严重制约而难以顺利实现转型发展。 

要解决依附性管理的诸多弊端，其根本途径就

要赋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以独立建制，使心理

健康教育机构成为学科独立、业务独立、内部管理

独立与考核独立的校内二级组织。如此，即可实效

性地简化复杂、繁琐的管理层级，从而在清晰、便

捷的扁平式管理构架的基础上，使心理健康教育机

构足以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需求动态作出实态

性与适态性的机制反应。 

构建独立建制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应着力在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管理创新： 

一、实施垂直化行政管理 

建制独立的基本前提是赋予心理健康教育机

构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基于当代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是以优化学生心理素质、开发其心理潜能、增进

心理健康及培养健全人格为目标和内容的发展趋

势，宜参照国际通行规范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

统一命名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或心理健康辅

导中心(下称“ 中心 ”)。“中心 ” 是具有内部

人事独立、行政独立、业务独立的校内二级组织，

在行政关系上直接对校党委及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领导小组 ”(由教育部及相关部门责成各高校

成立)负责。具体而言，即在校党委及主管学生工作

的党委副书记或副校长的直接领导下，赋予 “ 中

心 ”相对完整的内部人事、财务、行政与业务管

理权，取消与学工部或其它分院(系)之间的“婆媳 ”

式挂靠关系而代之以行政、业务上平行的分工、合

作关系。为保证“中心”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实

效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应按学年、

学期讨论、审核“中心”提交的各类工作规划，对

“ 中心 ” 的学科发展、业务管理进行定期的督

察、考核，并提供不定期的质询、顾问与指导意见。

“ 中心 ”的行政地位与学生处(学生工作部)、教

务处、财务处等职能部门及其它二级院(系)平行，

有相应的决策权、有相对独立的财务经费使用权，

即经 “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 授权对全校

心理健康教育有规划权，对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问题

有决策权；对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批准的年度经

费，有权力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而独立支配、使用；

有一定的用人自主权。这样，在行政垂直管理的前

提下，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可在业务上与其他各职能

部门及二级学院之间形成清晰的分工与合作架构，

从而彻底理顺行政与业务管理关系。 

二、实施专业化业务管理 

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在于专业化业务管理。所

谓专业化业务管理是指按照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规

律和特点，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进行科学化、规范

化管理。                     

首先，基于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预防和解决心

理问题、开发心理潜能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心理素

质及完善个性品质的专业使命，须在行政管理垂直

化的前提下，使 “中心 ”成为具有学科独立性

质的业务机构。从国际先进经验看，作为一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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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只有通过业务管理的专业化途径，方可有

利于围绕发展性教育与补救性教育两大核心内容

来履行教学、咨询服务与科研三大专业化职能。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没有学科归

属，带着浓厚的医学色彩起步，主要是通过心理咨

询和心理治疗形式，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改善心

理健康状况。即使有些面向全体学生的宣传教育也

是以预防心理障碍为主要内容[2]，其工作不是从实

处着手，以日常的普及心理学知识、优化人格、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和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为原则，而

是只做表面文章，以追求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理为目

的，甚至能应对上面检查即可。因此，不少高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以不出事为出发点，多多少少

带有解决现实问题，甚至规避风险的意味。历经 20

多年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以促进大学生的成长发

展为主，以预防和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为辅”
[3]的教育理念已在业界被广泛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拥有明确的学科地位也就不言而喻。然而思想上的

共识并非实践上的一致，当前高校依然存在着一种

将心理健康教育混同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践误

区。笔者之所以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实践误区而非思

想认识误区，并不仅仅因为二者关系早已在理论上

获得澄清，更因为这一“ 不成问题的问题” 的

滞留，其实主要在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长期存在的

实践方向性偏移——即管理依附性所连带造成的

学科定位与职能定位的模糊性。因此，实施独立建

制，由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进行自身业务上的专业化

管理，对厘清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清晰界定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

与职能，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作为校一级的教学、咨询和科研机

构， “中心 ”除了做好咨询和科研工作外，还

应会同教务处制定全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

并履行日常的教学与管理职能。目前很少有高校

将面向全体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的课程纳入全

校的教学计划，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系统性，没有

明确的教学目标、没有规范的教材、没有基本的

评估和考核体系，至于科学研究则更是处于无人

管理、散兵游勇状态。教育部曾多次发文强调“要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 ” 、 “要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开设相

关选修课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1]1 号

文)。为此，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全校素质

教育或通识教育教学体系，要根据高等教育的培

养目标要求和大学生的实际心理需求，开设相应

的课程，内容包括：环境适应教育、人际关系和

谐教育、挫折承受力教育、人格教育、恋爱与性

取向教育、生涯发展设计、心理问题预防与心理

障碍治疗等。具体来说，可针对一年级新生，开

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学”必修课，侧重心理健康教育

基本原理和新生环境适应、大学生学习心理、人

际交往以及心理问题调适等内容；针对大二学生

开设选修课—— “ 大 学生应用心理学 ” 、

“ 大学生心理素质训练 ”等，侧重于将心理学

基本理论运用于学生的实际学习与生活中，为大

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成长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

指导；对大三学生可开设选修课—— “社会心理

学 ”、 “ 管理心理学” 、 “ 领 导科学与艺

术 ”等，为其拓宽知识面、增添知识技能打下基

础；对大四学生可开设选修课　　“ 生涯发展设

计 ”、“ 就业心理辅导 ” 等，通过理论指

导、心理测试、团体训练等方式，帮助大学生规

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掌握一定的求职技巧并做好

择业和就业的心理准备。    

再有，作为业务专业化管理的终端体现，“中

心 ”宜实行主任(负责)制。中心主任按学年、学期

向领导小组提供定期的规划报告、经费预算、工作

总结及述职报告，并接受其业务督察、质询、考核；

不定期地与各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分院进行沟通、

合作，并适时向校党委及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领导小组 ” 呈报各项工作流程动态及流程改进建

议。“中心”可根据行业特征、职业规范及校情

实际，分别制定“中心”管理章程及职业守则，

经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 ”核准、审

批而后由“ 中心 ” 全员共同遵守并自律。相应

地，基于“ 中心 ” 业务具有兼跨两头，即教学

科研与心理辅导的作业特性，“中心 ”宜实行轮

换坐班制。由于 “中心 ”教师角色兼具行政人

员和教师双重身份，既需要有合理的科研与备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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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又必须直接对大学生提供个别心理咨询与团体

心理辅导及各种宣传活动等，故宜根据师资数量轮

流安排坐班出勤。 

三、实施职业化师资管理 

在依附性管理体制的约束下，心理健康教育机

构并不能根据日益增加的大学生数量及其日趋多

样化的心理健康需求来自主决定师资数量及提高

质量，诸如编制偏少与师生比严重不足、师资专业

化程度不高与缺乏高端人才、教师工作超负荷且职

业压力增大，以及从业门槛与整体师资素质较低等

问题，直接影响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因此，心

理健康教育师资应实行专业化、职业化管理。所谓

专业化师资管理是指依托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终

身专业训练体系，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业者进行

科学的管理和培养，使之掌握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

知识与技能，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全面有效地履行

职责的过程；所谓职业化师资管理是指作为一种职

业，心理健康教育从业者为了达到职业角色要求所

要具备的职业素质和追求成为合格职业人的历程。

专业化是对从业者的内在素质要求，包括专门的工

作领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咨询服务和相关科学研

究)、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教学和科研能

力、咨询能力等；职业化是对从业者的外在要求，

包括职业资质、职业素养(职业意识、职业心态)、

职业伦理、职业行为、职业机制等。对于高校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来讲，专业化是职业化的前提和基

础，没有专业化就没有职业化，也就是缺乏专业化

的教师不可能顺利地、出色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活

动；职业化是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职业化程度

越高，职业人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师资管理专业化、

职业化的重要途径是建立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特

点相匹配的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 

首先，应赋予 “中心” 相应人事进出主导

权，建立健全选聘机制。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承

载着全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咨询服务和科学研

究等工作，专业性、技术性、综合素质要求极强。

既要能较系统地讲授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开设

全校性讲座、开发组织各种活动，还要有较娴熟的

咨询服务技巧，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因此，应严格准入制，将学科素养、职业素养、人

格特质符合要求的人吸纳进来。一是要有高校教师

资格证，能胜任高校教育教学活动；二是要获得心

理咨询师资格，同时通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资

格认证，掌握大学生心理咨询服务技能；三是要经

过面试及人格特质测试，具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

职业素养。严把入口关，保证师资质量，是增强心

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的前提。 

其次，“中心 ”宜实行独立的考核制度。鉴

于 “中心” 教师兼具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双重身

份，其考核既不同于教学科研人员，又有别于行政

人员，其考核宜实行单独的考核制度。可考虑根据

管理章程及职业守则对全员进行业绩、出勤考核与

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评估，并呈报校

“ 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 ”与主管领导及人事

部门。经审核批准后，考核、评估意见将与各项奖

惩制度挂钩，以此成为推进师资职业化进程的管理

杠杆。鉴于心理辅导中的个体咨询是一种高度个体

化、人性化的专业行为，国内现有师资水平尚难以

满足大学生复杂多样的求知、解惑需求，故严格的

师资职业化管理，乃是敦促咨询者以高度的职业自

觉意识来不断强化、深化自我教育，提升其职业素

养的必要手段。 

其三，建立健全发展机制，积极促进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师资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中

的 “化 ” 是一个过程，即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

其整个教育教学和心理辅导生涯中，有个不断提升

自我，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有的教师虽然已

经踏上工作岗位，也取得了资格证书，但并不意味

着他就是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员。他还需要不断完善

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还需要人格摸塑。因

此，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制定相关政策，解决从

业者的技术职称编制和各项待遇，以此调动、促进

其科研、教学积极性，并便于吸引和留用高端人才；

另一方面，还应建立健全培训机制，提升师资队伍

树立终身学习、追求自主发展的职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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