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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沈　洋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

术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本文通过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义探讨，结

合当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困境和弊端，提出了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创新的思考，力图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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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的定义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迎接新一轮经济革命而提出

的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新兴和未来产业为载体，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和更高质量发展的优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首先起点在于

“新”。新意味着新动能、新治理、新增量：新质生产力不仅仅

是一种生产力，更是一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

动力，纵观人类历史，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从信息时代再到

智能时代，人类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是以科技创新为突破点，

进而引发生产力的极大进步，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新动能是传统

生产动能即资源和资本的合力，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一系列新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符合时代发

展的治理作为引导，不管是生产力还是治理方法都一直处在动态

的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会衍生新的治理方法，新

质生产力蕴含着新治理的萌芽，新质生产力在促进生产力和人类

社会极大发展的同时，思想上和观念上也要不断更新，新的生产

模式和新的发展理念相辅相成才能驱动生产力的马车快速跃进，

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未来五年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新治理体系和新治理能力基本形

成，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中也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增量，不仅是在数

量上，更是在模式和特点上，第一新质生产力极大的节约资源和

能源，在资源友好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第二新质生产力极大地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该矛盾的解决根本上靠生

产力的进步，新质生产力不仅可以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发

展理念上也与我国发展矛盾的解决不谋而合，第三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可以极大地提高我国低于重大风险能力，发展新兴产业、以

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科技独立为目标，在国际保护主义和垄断势

力抬头的国际社会中，可以极大地增加我国的竞争力和自保能力，

这是新质生产力中蕴含的三个新增量。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弊端与困境

（一）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

大学生群体与社会中其他群体相较具有极大特殊性，这不仅

取决于他们的年龄阶段、生活学习环境，也在于他们所承载的社

会期望、家庭希冀和自我期待，他们不仅是知识的渴求者、家庭

未来的承担者，更是社会未来的塑造者。

首先，大学生是知识的渴求者，大学生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

对未来的憧憬投身于各种学习和科研活动之中，热衷于拓宽视野，

追随在学术前沿，极富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乐于接受新思想、

新学识，接受挑战、投身实践，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其次，大

学生是家庭未来的承担者，大部分大学生在踏进大学生活时，是

首次背井离乡，孤身求学，带着家庭的责任和自己的梦想走进大

学的课堂，背上肩负着一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第三，大学

生是社会未来的塑造者，大学同样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当迈进大

学校门的一刻，大学生就已经一只脚踏入了社会这个新的生存环

境，他们要学会的不仅仅是迅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要锤炼自

己的各项社会技能。大学生在年龄、生理、环境等各方面的特殊性，

都对其心理教育提出了挑战。第一学业压力，首先，大学生群体

的学习热情高涨。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投身

于各种学科的学习之中。无论是深夜的图书馆，还是清晨的教室，

都能看到他们埋头苦读的身影。他们不仅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

还热衷于探索各种学术前沿，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

其次，大学生群体具有创新精神。在大学这个自由开放的环

境中，他们敢于挑战传统，勇于探索未知。他们通过参加各种科

研项目、学术竞赛等活动，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断推动科

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他们也乐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

努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二）大学生心理教育模式的弊端与困境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虽然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但高

校及社会各界的高校学生心理教育研究日趋增多，我国在继承传

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但是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1. 重视度不够

目前很多高校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心理问题仍处于认识阶段，认为学生只要不出大事就没问题，

目前大多数高校也成立了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小组和办公室，制

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和制度，但是在落实阶段缺乏力度，很多甚



136 Vol. 6 No. 01 2024

至都是临时场所或者教师办公室；在经费层面，很多高校尤其是

应用型高校经费不到位，导致高校虽然有心理工作站、心理办公室，

但实质上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2. 专业人士缺乏

目前高校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教育群体是辅导员，

辅以心理工作室、心理辅导教师，这对辅导员的专业能力和心理

基础知识储备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仅要涉及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

还包括职业生涯规划、创业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能力，心理健康

教育是一个需要综合学科和能力的工作，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

特点。但是高校辅导员体系专业出身多样但不共通，很多属于“半

路出家”，对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知识掌握不全面，虽然很多高校

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和培训，但大多数直面学生一

线的辅导员老师仍面临着专业上和知识上的差距和漏洞。

3. 教育方法陈旧

我国应用型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还是以单独辅导为主，在高

校中心理健康教育在校园中并不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大多数并未

考虑到共性的需求，主要针对于心理障碍的个性问题。传统的心

理教育方式仍然是一对一辅导，优势在于针对性强，但是日前大

学生群体心理需求日益多样化，这种一对一辅导的方式已经力不

从心，导致资源浪费和教育效果不佳。同时传统的心理教育往往

忽视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处于心理发展的关

键时期，他们不仅需要问题出现时解决问题，更需要培养积极向

上的心理品质，防患于未然，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期。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

为引擎，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一）新治理，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近年

来不断有大学生自杀的消息传出，且趋势在逐年上升，学生的升

学就业、情感问题、家庭因素、贫富差距都可能成为高校学生心

理问题的引爆点，随着新的社会背景的改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也应当理清思路、开拓创新，利用新质生产力的风口，利用

新思路新的治理模式，提高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人对心理健康及

教育的重视程度。学校应当加大投入力度，充分认识到心理健康

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可以通过大数据演算，分析学生高发的

心理健康问题，重点问题重点突破。也可以通过新的数据分析工

具等分析本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薄弱点，加大物力、人力、财力的

投入，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整体

规划当中，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二）新增量，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加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新质生产力的使用，可以促进高校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提高经济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可以增加总量，为高校心理健康

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合力，同样的心理健康教

育事业的发展又能反哺高校整体的发展。高校应当在发展过程中，

占领新质生产力的高地，不能认为新质生产力前期发展需要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望而怯步，鼠目寸光，应当将目光放长远，看

到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在高校事业发展上，应当不遗余力引

入新设备、新人才等，为高校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支持，引入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人才，进而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事业提供

物质和人才基础。但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绝非靠一人或者

一个部门的力量可以解决，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多样化、

多方向的特点，这不仅需要辅导员、心理健康辅导教师的努力，

甚至需要学生干部、专业医疗人员介入形成合力，建设专兼结合、

素质优良的心理健康干预和咨询队伍，同时通过日常工作和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队伍的能力和心理素质，不仅重视学生的

心理问题干预，也注重高校学生美好品质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三）新动能，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和模式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也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创新教

育模式，利用新质生产力的新方法、新动能，释放并回收大数据

了解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从而针对大学生的心

理特点和需求，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高校心理教育中，可以引进多种智能化的设备和方

法，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水平，例如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心理健康评估、预警和干预系统。第三，

要创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可以利用新质生产力

的各种平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搭建多元化教育平台，通过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

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不仅要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脚步，也要丰富

多样，开展团体辅导、心理剧表演、心理讲座等，更要将心理健

康教育融入到学科教学中，渗透到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

不仅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让学生知道遇到问题时应

当如何求助。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是必然趋

势。通过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和构建多元化教育平台等策略，可以更好地满足大学生

的心理需求，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这也

有助于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发展，为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蔡万焕，张晓芬 .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J]. 浙江工

商大学学报，2024（2）：29-38.

[2] 杨丹辉 .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向 [J]. 人民论坛，

2023（21）：31-33.

[3] 杨勇 .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J]. 科

技风，2019（29）：248.

[4] 闫鹏 . 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J]. 当代

教研论丛，2023，9（2）：7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