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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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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关于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关 系 的

研究成果十分丰 富 。 纵观这些理论成果可 以 发现 ，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更多 的 是被 当成 了高校德育 的有益

补充 ，进而被归 为 德育范畴 ，有关心理健康教育 的技

术或理念推动 了高校德育工作 活力重现 ，对德育工作

者的学科焦虑与 现实焦 虑具有明 显 的缓解作用 。 这

种 聚焦德育视域的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心理健康

教育的边缘化与弱化 ？ 极有 可能导致
“

泛德育 化
”

思想

泛滥 ，也使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变得背离 与

对立 。 笔者认为 ， 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需要融合

发展 ， 以新的 视角 实现整合 ， 如此才能最大 限度地实

现其育人价值 。 《高校德育与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
一

书 ， 给 了 笔者 很多 有 益启 示 。 该书 由 桂捷 所著 ， 于

２０ １ ８ 年 ４ 月 由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出版 。 全书 共分

为八章 ，主要针对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 了 研

究 。 首先研究了我 国高校德育的转型 、 实践现状等 内

容 ， 然后研究了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进 而探究高

校德育中 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其德育功能 ， 最后 对二者

的融合进行了 有益探索 。 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的有效融合 ， 旨 在提升大学生道德水平 的 同时 ，增强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实现大学生健康 、 全面发展 。

因此 ，对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整合 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

当前 ，高校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存在 以下问

题 ：第
一

， 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 教育保持各 自 的 独立

性 。 在高 校教育者看来 ，德育 旨在让学生形成符合社

会道德规范的正确价值观 ，而心理健康教育 旨 在解决

学生的 心理问题 ， 二者的 目 的具有很大区 别 。 第二 ，

高校在设置心理健康教育机构时缺乏科学性 ， 缺乏对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 有 的高校单独开设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 ，有 的 高校只是把它作为 团委 的工作之
一

，

有 的甚至将其交给校医 院 ，
总之很难真正发挥心理健

康教育 的功能 。 第三 ，高校混淆 了德育与 心理健康教

育 ，没有认清二者之 间 的 区 别 与联 系 。 在高 校德育

中 ，教师把思想 政治教育放到 了过重的 地位 ， 即使是

学生 的心理问题 ，也被 当成 了思想 问题来对待 。 在对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 ，又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要

性进行过度解读 ，认为学生在生活 中 遇到 的所 有 问题

都可 以 用心理教育 的方式来解决 。 第 四 ， 高校较为缺

乏能够胜任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人员 。 当前 ， 高校 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主要包括德育教师 、 专业心理教

育人员 、
心理 医生 。 其 中 ， 德育教师在心理知识储备

方面较为缺乏 ，专业心理教育人员 又不够 了 解学生 ，

心理医生又不擅长教学 ，从而导致高 校德育与心理健

康教育难 以共同开展 的局面 。

那 么 ，如 何实现高 校德育与 心理健康教 育 的整

合呢 ？ 可 以从 以下三方 面努 力 。 第
一

，充分 发挥辅

导 员 的基础 性作 用 。 辅导员 工作是高校德育 的 重要

渠道 之一 ， 辅导员 要承担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 责

任 。 作为一名 辅导员 ，不仅要促进学生智能发展 ， 还

要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 辅导员 要具 有针对性 与 基础

性的工作方法思路 ， 应对具体而生活化的 问题 ， 有效

解决学生 的
一

般性道德 问题与心理问题 。 辅导员 在

理论与 实践方面具有十分优越 的条件 ， 对整合德育

与心理健康教育有着先天优 势 。 因此 ， 要提升 辅导

员 的 工作能力 ， 加强 工作 培训 ， 如 专 家授课 、 职业能

力竞赛等 。 在培训 中 ，

一定要加 人有关心理健 康教

育的 内容 。 第 二 ，
加强 校园 文化整合 。 校 园 文化对

学生 的态度 、 观念 、 行为等影响 深远 ， 实现高校德育

与心理健康教育 的整合 ，可 以从 内 容整合 出发 ，坚持

高 尚 品 德根本方 向 ，把心理健康作为 内 在载体 ． 培育

优秀 校 园文化 。 高校可以通过官方 网站 、微博 、 微信

公众 号 、校 园 广播等形式 ，进行 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

举办关于 心理健康 的 主题文化活动 ，鼓 励并激 发学

生参与 热情 ， 让学生在 丰富 的 活动 中 养成 自 爱 、 自

律 、 自 尊 的优秀 品质 ； 高校社团组织要充分发挥 团体

作用 ， 鼓励成员 之 间互帮互助 ， 营造温馨 和谐的 校园

氛 围 。 校 园文化是打破高校德育 与 心理健康教育之

间 壁垒 的重要 因素 ．有利 于推进二者
一体化发展 ，促

使高校德育更具有 趣 味性 与人 情味 。 第三 ， 构建学

生 网络 自 主学 习 平 台 ， 促进高 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

育 的常态化 发展 。 可利 用微课 等 形式开 展融 合教

学 ， 统一 由 学校 开发学 习资源 ，并配备相应的课 件及

测评资 源 。 在 课余 时 间 ， 学生可 以通 过 网 络 自 主学

习 ， 学 习 内 容涉及 思 想政治教 育 、 心理健康教育 ， 以

此了 解并掌握 自 我 管理 、情绪调节 、 人生理想 、 求职

深造等 内 容 。 通过 网络学 习平 台 ， 高校德育与 心理

健康教育可 以 实现统一规划 与 实施 ， 并利 用微课形

式开展个性化教学 ，培 育学生成为有道德 、有文化 、

有 纪律 、 有理想 的优 秀人才 。

总 之 ，高校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十

分密切 ， 高校要及 时发现当前德 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之

间存在的 问题 ，在德育中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 方法进行

充分借鉴 ，把德育职能渗透到 心理健康教育 中 去 ， 推

进二者有机整合 。 作为高校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者 ，要积极拓展工作思路 ，开 阔视野 ， 以更宽广 的视

域
，创新高 校人才培育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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