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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教育教学的有效开展,对于提升大学生能力以及丰富知识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

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开展知识教育教学,也需要对心理健康等方面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旨

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以及确保大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当前大部分省份已基本实现疫情的“常态化

防控”,然而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心理影响对很多大学生而言,影响仍然非常大。同时随着国家防疫政策

的不断改进,对大学生的心理及其行为都会影响,因此为了确保大学生能够适应变化发展的现状,必须有

效开展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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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Honglei Zhao 

[Abstra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ir abilities and enriching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In the actu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ocess,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carry out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ut also to carry ou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other aspects, aiming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nsure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ost provinces have basically 

achieved the "normaliz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but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initial 

outbreak of COVID-19 is still very big for many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i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adapt to the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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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反复无常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

很多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无法回归正轨,使得大学生存在

心理健康问题变得更趋严重,所以需要结合最新的防疫政策,有

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确保大学生能够坚持乐观积

极的生活学习态度,合理调整自身的心理与情绪。2020年初以来,

新冠疫情近乎涉及到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省份,其中防疫政策也

在持续不断的完善。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为“新十条政策”(于

2022年12月17日颁布),其是结合现阶段的疫情防控、经济发展

以及社会稳定等条件下的科学防疫政策。主要内容包括：风险

区域划分必须科学精准以及“快封快解”、核酸检测与隔离方式

的优化调整、确保群众购药的基本需求、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情

况摸底及分类管理、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保障社会

正常运转和基本医疗服务、加强涉疫安全保障以及优化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其中后疫情时代的学校疫情防控为“没有疫情的

学校开展正常线下教学,有疫情的学校精准划定风险区域”。因

此为了促进了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健康发展,本文就后疫情时

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分析。 

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的大学生通常是来自于全国不同的省份,其性格特点、

兴趣爱好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与区别；并且在大学生活过程中,

要求大学生单独解决以前未涉及的不同问题,比如人际社会关

系问题等方面,上述这些原因都会影响大学生心理。因此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关系到个体学生的幸福和

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具体体现在： 

1.1确保大学生身心健康。大学生是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

期,他们不仅要应对学业的挑战,还要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情感问

题。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对个体的生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如增加

抑郁和焦虑症状,导致睡眠问题、头痛、消化问题等身体疾病。

心理健康问题也会影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人际关系,使他们感

到孤独、无助,甚至影响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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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促进学生成长发展。学业是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心

理健康问题可能严重影响学业表现。焦虑、抑郁和学习动力不

足会降低学生的学术成就,影响他们的学习效率和创造力。因此,

维护心理健康对于提高学业成绩和学术表现至关重要。大学时

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对未来职

业和社会发展产生长期的影响。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可以培

养自我认知、情感管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职业和

社交生活中的关键技能。 

1.3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大学生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心理

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如果大量学生因心理

健康问题而无法顺利完成学业,社会可能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如失业、犯罪等。一些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导致家庭负

担加重,家长不仅需要关心孩子的学业,还需要应对孩子的心

理健康问题。通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

支持,减轻家庭的负担。投资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维护社

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学

生的幸福和成长,还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具有重要作用。通过

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学业和生活

中的挑战,建立积极的心理状态,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因此,高校应该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制定综合的教育

计划,提供多样化的支持和资源,以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享有良

好的心理健康。 

2 后疫情时代的主要影响 

后疫情时代一般是指疫情基本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

活,但是疫情还会存在,并且要求人们去顺应这种变化,而且后

疫情时代要求防疫和复工复产同时开展。 

新冠疫情涉及到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省份,冲击到社会的诸

多行业,同时也严重影响到社会大众的心理状况,比如部分民众

存在心理焦虑等现象,所以需要科学制订防疫政策。目前后疫

情时代的防疫政策在持续完善中,并且必须结合现阶段的疫

情防控、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要求,科学制订防疫政策,

现阶段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为“新十条政策”(于2022年12月

17日颁布)。 

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教育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文化方面

的影响。新冠疫情对文化方面的影响非常大,其中我国防疫政

策的制订遵循以民至上的原则,把全民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

充分体现了党群一心,主要包括政府负责、人民配合、出行规

范安全防护等。同时支持援助相关国家防疫,展现了我国文化

的强大自信。第二,教育方面的影响。在政府指导和结合学校

实际的情况有效开展防护工作,确保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

展。同时要求结合最新防疫政策,加强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

结合。此外后疫情时代对于大学生的影响,由于大学生的心理

状态、情绪等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并且具有周期

短、波动大等特点。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开展,必须促进大学生系统性的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知识,提高心理素质。 

3 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及其对策

分析 

后疫情时代,在疫情不断反复以及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

下,大学生心理难免会受到影响,如果不加以正确教育与引导,

不仅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

严重后果。所以需要对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从业人员提出新要求,

科学开展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确保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然而基于不同原因的影响,使得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以下就其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

相应对策。 

3.1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分析。(1)观念

意识方面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体

仍然主要是由辅导员来完成,但是由于其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

知识等方面比较欠缺,导致其观念意识未能得到有效转变。并且

还存在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现象,造成心理健康教育课时与系

统性的课堂教学还存在不足。(2)生活学习方面的问题。后疫情

时代,新冠疫情随着全国的逐步开放,学校防疫政策也在不断调

整与完善,但是部分大学生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造成其在生活与

学习方面未能进行有效调节(不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和

学习),进而出现烦躁情绪等心理不健康问题。(3)应急反应方面

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由于大学生缺乏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并

且受到疫情爆发初始的影响,如果防疫政策改变与疫情突发时,

很多大学生在心理方面未能及时作出应急反应。(4)投入与宣传

方面的问题。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大了高校文化建设力度。

但是后疫情时代,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投入与宣传仍然存

在不足。只有在大学生发生心理健康问题时,才会受到社会大众

的关注。(5)家庭方面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的部分家庭还是会受

到传统应试教育浸染,始终只注重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缺乏对大

学生心理的关注,制约了大学生的全方位健康发展。 

3.2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策分析。(1)转变

教育观念意识。后疫情时代下要求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开展,积极转变教育观念意识。比如需要辅导员做好大学新生

入学的心理健康建档、定期开展往届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等,

以便能够快速发觉大学生存在的心理方面问题,并协助解决。同

时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必修课开展教学,渗透于其它学科

的日常教育教学中,而且必须联系大学生的实际状况,科学设计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2)辅助大学生的学业与职业规划。新冠疫

情的爆发,对大学生的学业与职业影响非常大(学习和就业都不

能正常进行),造成部分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因此在后疫情时

代下,需要遵循“三全”育人要求(三全为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通过学校、班主任、学科老师以及辅导员等制订相应的制

度,辅助大学生解决在学习与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保障大学

生心理健康。(3)强化应急机制建设。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需要强化应急机制建设,比如做好突发事件前的应急

反应模拟训练,科学处理突发事件(比如稳定教学秩序、调整大

学生情绪),回顾总结突发事件处理经验,为以后突发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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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供借鉴参考。(4)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建设与宣传力度。后

疫情时代,通过社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助,加强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投入与宣传。让大学生了解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同时给予大学生更多的实习机会(比如医学类专业的大学生,

可以去一线抗疫地区实习等)。(5)增强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能力。

一般父母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比较了解,所以需要通过相关平

台(比如微信群等),做好家校交流工作,以便学校能够及时掌握

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后疫情时代下,由于防疫政策以及家庭经济

等方面的改变,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心理变化,所以需要结合实际,

增强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能力,以保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4 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议 

4.1正确树立防控意识,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大学老师和辅

导员是负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工作者,所以必须正确

树立防控意识,充分认识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及其对大学

生产生的心理影响,高度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做疏导

工作。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1)大学老师和辅导员需要了解

掌握最新防疫政策,并且能够正确认识到疫情对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影响,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并且把防疫的正能量案例作为教

学案例向学生进行分享、讨论,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力量。(2)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教师需要扎实心理学专业

知识基础,利用多种渠道尤其是在线课程、新媒体等汲取广博知

识,不断提高自身的心理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尤

其是对于大学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产生的新的心理问题能够

做到随机应变,用专业知识化解学生的新问题。 

4.2加强家校合作。随着后疫情时代的防控政策,以及家校

环境的变化,造成部分学生存在心理问题。所以需要加强家校合

作,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及时做到信息共享与交流。

辅导员要及时联系家长,了解大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经历,以

此建立一人一档。而且辅导员也必须及时向家长反馈大学生的

最新心理动态与生活学习情况。通过家校合作,确保学校与家庭

之间的沟通流畅,以达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目的。 

4.3实施动态监测与干预。后疫情时代,高等院校需要充分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控

平台,对部分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时进行动态监测与

干预。比如通过社交平台,老师与大学生的谈心交流,了解掌握

大学生沟通交流时的关键词或大学生自身发布的生活学习动态,

及时发现其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确保其在心理危机发生前,予

以干预解决,防止大学生因心理问题而做出危害自身与社会的

事件。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发展,其防控政策也得

到持续调整改进。同时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也存在诸

多变化,所呈现出的特点也不足而一。而且新冠疫情的爆发与常

态防控对绝大部分人的心理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大学

生也是如此,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下,需要从观念意识、生活学习、

应急反应、投入与宣传以及家庭等方面着手,结合最新防疫政

策、经济发展形势以及社会稳定要求等方面,有效开展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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