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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辅导在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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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学新生面临着生活适应、人际关系、学习与自我意识等心理问题，通过团体辅导对大

学新生心理健康进行教育可以帮助大学新生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熟悉与适应环境；了解自我、悦纳自

我；加强新生感恩意识、责任意识，培养主动、自主的行为习惯；加强新生团队意识、合作意识，促进

高凝聚力的大学班集体的形成。 

[关键词] 团体辅导；新生；心理健康教育 

 

一、引 言 

 

团体辅导(group counseling)是在团体情境中提供心理帮助的一种形式，它以团体为载体，让参加

成员互相交往，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与人际互动，相互启发、诱导、支持、鼓励，令成员在互动体验中

成长、学习和改进其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吴增强：《现代学校心理辅导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1998年版）。团体辅导最大的两个特点是经济性与高参与度：其一次可以对一个团队实施，相对

“一对一”的心理咨询面谈消耗较少的人力资源，缓解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不足与扩招后学生人

数急剧增加之间的矛盾。同时，采用团队活动的形式，开放、活泼、生动的辅导方式，对大学生的吸引

力更大，具有高参与性、互动性和实效性的特征。具体辅导过程中，参与者在资源分享、真实场景、群

体互动、归属体验的条件下，大致经历热身、凝聚、探索与结束四个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完成不

同的任务和内容，最终达到促进心理健康的效果。 

20世纪9O年代后，我国学校教育开始尝试心理辅导课。但由于基层学校贯彻执行教育部文件精神不

具体与自身客观条件限制等各方面原因，全国目前只有少数省市部分高中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健康

教育。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普遍流于形式，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与科学的规范和标准相去甚远。多项调查

研究结果均显示各地区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均令人堪忧，且健康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张敏、王振勇：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年第4期；刘恒、张建新：《我国中学

生症状白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年第2期；谭晖、储海宝、袁仁

曦：《上海市1036名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人格类型》，《中国学校卫生》2004年第1期；吕杰、王丽

敏：《哈尔滨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青年研究》2001年第2期）。在以升学率为衡量教育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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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中学生的心理问题被学业的压力所掩盖。但其为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和由此引发的行为问题

埋下了负面伏笔。因而，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与不足使得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期间需要完成基础专业学习、综合能力锻炼、自我人格与个性发

展等全方面任务。新生入学的第一个过渡是顺利开展大学生活的基础阶段，新生需要做到在生活上自

理、在学习上自觉、在日常行为上自律及在思想上自我教育。健康的心理状况则是所有这些活动的前提

条件。然而，研究显示有19.96%的大学新生可能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29.68%的学生可能正在

被某种心理问题所困扰（李晓波、谢钢、沈雪妹、张世兵：《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教育对

策》，《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5年第5期）。而另一项研究则显示有2.1%的新生有自杀倾向

（陈华峰、章坤：《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年第2期）。可见，在新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了一项迫在眉睫与势在必行的工作。大学新

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化解中学阶段留有的心理隐患的学生，也为保证大学本科、研究生及未来

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个重要前提，并进一步促进其整个人生的健康全程发展。 

 

二、大学新生主要面临的心理问题 

 

1．生活适应问题 

大学新生需要适应的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环境和校内环境。对城市社区环境而言，大部分大学新生需

要面对地域环境与文化差异的冲击，他们在语言口音、饮食口味，住宿环境等方面都需要面对较大变

化。他们远离家乡，感受新的地域文化，会存在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这在跨南北地域界限的学生身上

表现得较为明显。对校园环境而言，一些缺少独立生活能力与住校经历的学生适应困难，而军训活动也

会给身体素质不佳的学生带来冲击，加重其不适程度。在正式开始大学生活后，部分新生在无人监管的

环境中，养成懒惰散漫、饮食习惯不当、作息无规律、上网成瘾等不良嗜好。所有这些大学新生环境适

应不良和生活习惯中的问题都必然会直接影响其学习和生活。 

2．人际关系问题 

大学新生面临着维持已有人际关系与发展新人际关系的社交任务。在尚未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前，新

生可能会过度留恋中学朋友、沉迷于过去经历。对新生而言，新同学在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

较大的异质性，新的师生关系、异性关系及寝室关系也更加复杂，这些都对新生的心态与方法提出考

验。但在心态上，他们会有渴望交往与拒绝回避的冲突心理，存在着自我中心与依赖他人并存的心理特

点。在人际交往技巧上，一些原本就缺乏人际交往能力的学生在离开父母来到大学这个大环境后，交往

障碍日显突出，他们在克服羞涩主动交往、选取适合交谈话题、倾听他人与自我表露、共情移情上等方

面存在困难，因而容易产生孤独与自卑的心理问题。另一部分新生把过去人际交往的观念和方法带人大

学，不懂人际交往的尺度，在出现人际矛盾与人际冲突后缺乏应对能力。同时，研究显示贫困生与独生

子女这两个群体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将会遇到更多困难（李志：《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适

应状况的比较研究》，《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田淑梅：《浅谈大学新生的心理辅导》，《教育探

索》1999年第1期）。 

3．学习心理问题 

大学新生在军训结束后便正式投入学习活动中。他们在原来的“被管理者”转变为“自我管理者”



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类学习心理问题。部分新生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条件下缺乏内部学习动机，欠缺学习主

动性。在脱离了中学时期同伴群体共有单一目标的环境后，茫然而没有努力的方向。在学习方法上，中

学到大学变化也较大，一些有着依赖心理、缺乏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与发散思维方式的新生将会对

大学老师提纲挈领式启发式教学感到不适应。如不能及时改变和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则会在今后学习中

出现厌学、逃学、学习效率低、学习成绩差、考试焦虑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部分对大学学习生活理想

化的学生与对专业不满意的学生会在学习上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 

4．自我意识问题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身心状况、自己与别人以及自己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意识。大学新生正处

于自我同一性形成的重要时期，自我意识迅速增强（刘红斌、钟向阳：《高校新生心理适应问题与对策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而调查显示，大学新生的自我的认识层面得分最低，他

们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欠缺（王光炎、王佳、李继国、张心雨：《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同时，大学新生的需要层次不断提高，他们渴望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希望独立自主的发展，从中得到激励、自信和归属感。但很多新生进入大学横向比较后，“理想

我”受挫，“现实我”无法满足自身需要，便产生失望、羞愧和痛苦的消极体验。另外，当前我国处于

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常使大学生感到无所适从，新生更是如此。新生中出现的自我评价不客

观、理想与现实不协调、自我发展的目标模糊等自我意识心理问题将不利于其个性品质的养成和未来职

业的选择，而多重选择引起的心理冲突则会影响个人心理健康。 

 

三、团体辅导在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运用探析 

 

以上这些大学新生的主要问题皆为适应性心理问题与发展性心理问题，但若得不到及时、合理解决

就会演变为障碍性心理问题，产生心理疾病。由于大学新生所面临的生活适应、人际关系、学习心理及

自我意识问题具有暂时性与共有性，大一上学期也是班集体形成凝聚力的关键时期。因此以班级为单

位，在大学新生中开展以游戏活动为方式的团体辅导，可以帮助新生快速适应、顺利发展。华中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在2006年9月至11月，分6次对2006级新生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总结实

际经验，现对团体辅导的作用进行如下探讨： 

1．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熟悉与适应环境  

大学的人际关系不同于中学，同学间人际距离拉大，个人空间更独立。大学生毕业之时还有同学叫

不出名字、没有说过话的现象并不少见。大学新入学阶段，是熟悉与适应环境，结交新朋友的关键时

期，建立有质量的友谊也能帮助新生适应生活。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问题上，大学新生有着类似心理需

要或目标，因此，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辅导可以起到良好效果。在具体的团体辅导中，可以让新生组

队、起队名、设队歌并集体展示，再开展“轻轻松松交朋友”、“自我介绍串串烧”、“直呼其名”、

“刮大风”、“网鱼”、“默契报数”等活动，以实现人际破冰，开展“拍打穴位”、“目光炯炯”、

“笑容可掬”等活动传授人际交往技巧。在互动阶段，不同性格特点的同学得以在宽松、活泼的气氛中

实现人际交往，达到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认识新同学的目的。这些活动对有交往困扰的同学而言，

人际交往压力较真实情景小，他们可以从中观察学习其他同学的人际交往行为，从而克服自身障碍，完

成社交破冰，进而实现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同时，活动的分享、交流环节能让新生以活动为索引，以

大学新生活为话题，自愿表达自己的感受，讲述自己的心理感受，交换对新环境的想法。这能给予新生



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外向、主动的新生可以通过自我表露缓解新环境带来的压力；而内向、孤独的新生

则通过倾听别人相似的感受，获得一种“和别人一样”的体验，缓解自己“个别性”、“独特性”问题

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与负担，发挥抚慰功能，克服由此带来的自卑感、孤独感、恐惧感等负面情绪。 

2．了解自我，悦纳自我 

前文已讨论新生中的自我意识问题，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三个方面。团体

辅导通过活动设计，使新生在具体的情景中感受自我体验，映照自我镜像，通过互动与交流去发现自我

认识中的问题，澄清内心业已存在的自我意识问题，最终实现调整自我认知，达到自我调控的目的。大

学新生入学之初大多努力追求美好、完善的自我，迫切希望能有新的成就与创新，但面对优秀的同学，

又会产生自我剥离的心理问题。通过上演“心理剧场”、进行“角色扮演”体验，使新生能心平气和的

倾听别人的意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异己的行为作设身处地的考虑。开展“红色轰炸机”、“头脑

风暴”、“生命线”、“生存选择”、“我有一个梦想”、“共度好时光”、“给自己写封信”等活

动，就能让新生在他人评价与自我反思中，缩小“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达到正确了解自

己、明晰理想信念、克服认知失调、增强延迟满足能力、悦纳真实自我、加强自我调控能力的目的。最

终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对自己的未来拟定更合适的目标与计划。 

3．加强新生感恩意识、责任意识，培养主动、自主的行为习惯 

感恩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培养是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培养主动、自主的良好行为习惯则是德育的

最终目的。但现实情况中，很多学生面对没有情感体验的认知获得，产生“道理我懂，就是做不到”的

感受，即出现知行脱节的现象。在新生中开展的团体辅导活动能有效关注其“情感”和“行为”，通过

辅导活动促进知、情、行三者之间的整合，避免知情剥离，知行脱节，进而加强新生感恩意识、责任意

识，培养主动、自主的行为习惯。我院在军训结束后对新生进行“我逝去的愿望”的辅导活动，虚拟有

限的人生时光，让新生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愿望，在即将失去最后一个“希望家人健康幸福”的愿望

之时，所有新生都情绪唤醒，纷纷泪流满面，深受触动。其离家求学想念父母的心理，感恩父母的心理

及回忆过去的亲子摩擦而体验到追悔心理得到了集中激活。而“团队责任与领导素质”的活动则以队员

犯错，队长受罚的形式直观表现领导责任的内涵，新生在活动中体验的激烈冲击，对责任意识有了刻骨

铭心的感受。这些活动都使被辅导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使学生知、情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了知情合

一、知行统一，在加强感恩意识、责任意识的同时，使新生自觉地筛选出满意的行为模仿标准。而“抢

时间”、“有创造力的人”等辅导活动则进一步培养了新生主动、自主的行为习惯。 

4．加强新生团队意识、合作意识，促进高凝聚力的大学班集体的形成 

团体归属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但并不是每一个团体都能让其成员感受到归属感。目前，高校学生

班级就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凝聚力、归属感缺乏的问题，这削弱了学生班级的教育与管理功能，也削弱了

学生班级为其成员提供社会心理支持的能力。我国高校新生中，独生子女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80后一

代学生由于成长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应试制度下的学校教育方式等原因，普遍缺乏团队意识与合作意

识。在团体辅导的理念与技术下，通过设计、组织如“同舟共济”、“人椅”、“我想有个家”、“巧

解千千结”、“松鼠松树”、“生日线”、“手拉手”、“红黑游戏”、“信任背摔”等活动能让学生

形成自尊、接纳、合群的心理品质。培训师通过调动、鼓励下，被辅导团体能逐渐构建团结的团体气

氛、合作的团体规范、内合的团体凝聚力，在心理场的作用下，新生的心理与行为自然而然地接受团体

心理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分组对抗类活动中，小组成员具有共同的团队目标，共同分担目标责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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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生活的情景体验中实现组织承诺，体验团队归属感。同时，在活动中帮助克服男女间交往的敏感

心态，破除可能出现的隔阂现象，营造出一个具有民主、平等、和谐的气氛。这些辅导活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新生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使辅导效果在日后真实情景下的班级活动自动迁移，促进了学生个

体和班级团体的共同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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