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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成因分析，论述了高校图书馆

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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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高校招生

数量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仅靠课堂上的教授和一

般的心理咨询是不能满足大学生对心理知识的需求。作为高校三大支柱之一的图

书馆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学生在校期间始终接受来自图书馆直接或间接的教育,

因而高校图书馆要认真分析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状况,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和教育方

式在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1、当前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成因分析 

    大学生是社会上文化层次水平较高、思维最为活跃、最有朝气的群体之一。

他们渴求知识、积极向上、胸怀博大，时刻关注国内外的风云变幻，把个人的理

想和志向同祖国的兴旺发达和民族的繁荣复兴融合在一起。但是，由于社会转型

和自身发展阶段的影响，使得正处于青春期、社会阅历浅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方

面出现了诸多问题。据近几年 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日的有关调查显示，全国大

学生中因精神疾病而退学的人数占退学总人数的 54.4%。有 28%的大学生具有不

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有近 10%的学生存在着中等程度以上的心理问题。在最

近的几次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大学生中精神行为检出率为 16%，心理

不健康或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约占 30% 。诸多的数据和事实表明，大学生已成为

心理弱势群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学习目标不明确，缺乏学习动力 

    自习室永远有匆匆的身影，但仔细考虑学生的学习目的却不能得到令人满意

的答案。很多同学为了应付不得不参加的考试，不能不做的事而学习。面对人才

市场的巨大压力，很多学生也感到内心的危机感，但真正要努力学习，却提不起

精神来。其中有些自控能力较差的学生往往由于沉迷于网络游戏或上网聊天，学

习成绩不佳，进而对学习产生厌倦、对考试感到焦虑。 

1.2 人际关系的适应能力较差 

进入大学，远离原来熟悉的生活与学习环境，面对新的人际群体，学生多有

些不适。部分学生对大学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异性之间的关系显得很不适应。

一些大学生更愿意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进行交流，迷恋于虚拟世界，自我封



闭，与现实世界脱离。长此以往对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定位会产生巨大的

影响。 

1.3 就业心理困惑 

这在大四学生当中尤为普遍。学生在择业过程中，没有做好就业心理准备，

不能很好的认清当前的形势，对自我的定位及自我能力的评价不够确切，好高婺

远，一日三变。许多大学生有一种“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心理，因此对择业

的期望相当高。可是现实就业岗位多不像大学生想象得那么美好，因此当现实与

理想的差异较大时，就容易出现 “高不成，低不就”现象，并产生偏执、幻想、

自卑、虚伪等心理问题，并可能导致择业行为的偏差。 

2、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信息中心,是大学生汲取知识的第二课堂,在开展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图书馆以其服务对象的广泛性、空间的开放性、环境的幽雅

性、时间的终身性、内容的丰富性等独具优势。 

2. 1 资源优势 

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最大的特点。图书馆不但具有大量的纸质书

刊,还有大量的电子书刊,电子阅览室、专业数据库等供大学生查阅。除专业书刊

外,还包括有大量关于心理健康方面的书刊,从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到对大学生

各种心理问题的分析、疏导等书刊,应有尽有。随着图书馆网络技术的应用和不

断发展,各种有关心理健康信息的来源将更加广泛,更加便捷,为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使学生能增长智慧,启迪心灵,提高人文素养和道

德水平。图书馆的这些优势对大学生提高认识自我、承受挫折、适应环境及自我

调适的能力都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由此可以及时纠正学生的心理偏差,培养

学生健全的个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2 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优美的环境 

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对人的心理影响非常

明显。心理研究表明,视觉信息能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情绪和行为。高校图书馆

以其整洁优美的馆容、绿意盎然的花木、自然的通风采光、整齐有序的图书、馆

员亲切文明的行为,营造出学校图书馆宁静雅致、充满文化气息的人文环境。这

种氛围像一位默默无闻而又风度非凡的老师,发挥着无声胜有声的教育作用。图

书馆的环境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放松学生的心情,缓解学生的情绪,从而提高学

生阅读和思维的效率。 

2．3 图书馆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大学生心理素质

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乐

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健康愉悦的情绪特征。图书馆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可

利用视听室、报告厅等活动场所和读书会等学生社团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



动和学术活动。如专题书展、专家报告、读书演讲比赛等，从而形成健康向上的

氛围、宽松理解的环境，有助于学生深化自我认识，充分发展个性，改善适应能

力，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 

3、图书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3．1 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图书馆是校园文化中心,具有一些独特功能,如充分利用其知识氛围空间和

场地环境开设音乐及文学作品赏析,演讲会等文化交流活动来优化大学生的情

绪。也可在大厅里、楼梯口或者大学生自习室内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展览,

如“海内外杰出华人介绍”、“远离毒品”、“认识爱滋病”、“中西方文化之比较”

等以及本校学生的美术作品、雕塑作品等,对于大学生学习之余欣赏美、分清善

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均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请专家和学者给大

学生举办心理教育讲座和学术报告会。如新生如何调节自我心理、大学生的恋爱

观、毕业生如何自我推荐、找工作的技巧等,都是很受大学生欢迎的主题。它不

仅能丰富学生的知识,更能陶冶其性情,提高其心理素质。在这样和谐、愉快、浓

烈的文化氛围中,既能培养学生健康的学习动机、博览群书的兴趣,也能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 

3．2 .积极鼓励学生读者的参与 

协助学校有关组织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社团组织,开辟心理素质教育的第二

课堂,这样有利于形成人人关注自我心理健康与发展的校园氛围。学生社团具有

民主灵活的组织形式,它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来了解

心理知识,探讨心理问题,锻炼心理技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社团组织在多方面正确

引导下,能够为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培养一批充满热情的青年志愿者,他们能够

像种子一样,把心理健康的理念传播到周围的同学中间,从而大大拓宽心理素质

教育的渠道。这类组织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是学校心理咨询工作的重要补充。 

3.3 配备专职的馆员进行心理健康咨询 

馆员是图书馆工作的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本职工作完成的优劣。作

为心理阅览室的馆员,不仅要热爱本职工作,有强烈的事业感,能尽职尽责地发挥

其尖兵、耳目、参谋的作用,更需要发奋学习,精通业务,有比较丰富的心理学知

识和素养。只有配备这样的专职馆员,才能确实做到对读者的优质高效服务。另

外,本室馆员不能只停留在过去那种只管藏书和借书的传统服务方式上,要提倡

文明服务,在日常工作中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和文化修

养,从内心建立起对大学生的尊敬、热爱、关心和帮助的情感,并落实在行动中,

要用真心、爱心、诚心来打动学生;还必须积极开展心理咨询工作,为有心理问题

的学生提供自由倾诉和科学辅导的机会,使本馆真正成为能广泛传递和迅速交流

心理健康信息情报的重要阵地和大学生舒展心灵之翼的又一精神乐园。 

总之,图书馆积极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可以弥补学校心理咨询工



作的不足。此举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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