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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教育作用，也需要国家进行政策支持。

第一，革新政策制度，从经济上给与扶持，相关学

生心理问题产生原因归根结底属于经济问题，因此要保

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生活状态，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保证其能够安心学习。

加强资助制度监督体系建设，保证高校将资助制度落实

到位，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建构良好社会氛围，应积极引导社会机构和

个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经济支持，保证其能够完

成学业，避免经济问题对学生造成心理困扰，影响其心

理状态。同时要尊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共情能力理

解其内心想法，对相关情况进行保密，维护其自尊心，

以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建设。

（二）加大宣传力度，组建完整教育队伍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完成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支

持，以此来实现对大学生心理教育工作。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由于其特殊性，需要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高校加大

教育力度，利用教育体系进行积极引导，为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塑造良好心理状态，保证其健康成长。

第一，加强心理健康宣传力度，独立学院与普通高

校应充分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作用，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实际情况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行为。[3]要保证心理健康教

育的正规性和严谨性，能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有

效指引。高校应充分整合校内资源，利用校园广播、公

众号推送和校园论坛等方法积极宣传心理健康教育重要

性，引导学生定期进行心理健康检查，将可能出现的心

理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

第二，构建专业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心理教育工作

具备专业性，需要高校具备专业教师队伍进行教育体系

构建，以此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心理教育，推动

其心理建设符合预期目标。高校应加强心理教师培训力

度，保证心理教师的专业性与严谨性，能够推动心理咨

询有效开展。同时优化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结构，组建专

职与兼职并存的教育队伍，将心理辅导员、学生骨干等

进行整合，全力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服务。

（三） 推动教育融合，转变心理教育视角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

余思想教育存在一定关联性，二者可以通过结合的形式

推进教育模式发展，既能够实现对学生心理教育，也能

完成思政教育。因此要重视二者共同发展，保证二者对

接结合。

第一，以思政角度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独立学

院与普通高校应利用思政教育理念引导心理健康教育发

挥作用，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现完成心理建设，依

托思政教育内核推动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以德育体系发

展为前提引导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完善，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基础条件，保证学生心理素质良

性发展。[4]

第 二 ， 推 动 教 学 方 法 融 合 ， 保 证 思 政 教 育 和 心 理

健康教育并行，应改变传统心理教育模式，从被动咨询

转为主动出击，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进行收集与整

理，帮助心理咨询教师利用资料对学生进行初步心理分

析，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主动引导，缓解其

心 理 压 力 。 同 时 树 立 思 政 教 育 和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融 合 理

念，将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与内容融入思政教育体系，保

证教师能时刻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状态，对学生

实现有效心理引导，加强其心理素质。

（四）打造服务体系，提升人本管理思维

以人为本作为高校教学理念，应充分发挥其作用与

内涵，以此实现对学生深度教育，保证教育成果符合预

期目标。要深度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状况，利用

以人为本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心理发展，保证其心理状态

良好，避免对学业产生负面影响。

第 一 ， 建 立 完 善 服 务 体 系 ， 加 强 学 生 干 部 工 作 能

力。学生干部作为高校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能够对

引 导 学 生 心 理 状 态 ， 实 现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起 到 关 键 性 作

用。因此独立学院与普通高校应全面提高学生干部工作

能力，确保其具备引导心理教育作用，能够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帮助。提高学生干部共情能力，保证服务

体系建设能够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求，为心理健康

教育提供基础条件。

第二，开发人本管理思维，注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发展状况。在进行学生服务时要准确掌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情况，深入了解其所思所想，为学生工作开展奠定

基础。应秉持尊重、理解的服务宗旨，制定因人而异的

服务方法，做到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心理压力，完善其心理健康体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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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作为影响其发展的

主要问题，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所有高校在推进教育内

容时应高度重视，尤其作为特殊群体的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其心理健康状况更应该重点关注。在推进心理健康

教育过程中，以独立学院为代表的所有高校应从完善政

策制度、健全教育体系、推动教育融合和构造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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