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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态度调查研究

张晨雪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64

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辅导的重要形式，朋辈心理辅导可以充分发挥心理辅导效果，引导大学

生健康成长。本文针对地方高校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态度进行详细调查，并从推进宣传教育、朋辈心理辅导员专业学

习、提供不同内容满足心理辅导需求、引导大学生人际关系、侧重情绪与行为指导等维度，提供地方高校大学生朋辈

心理辅导的相关建议，旨在为我国各地高校提供技术帮助，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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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国部分大学生因学习、生活上的压力，产生

心理问题，消极对待学习、生活。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是由

专业训练的大学生，为其他大学生提供心理辅导的一种形

式。相比于专业心理教师，同为大学生的朋辈心理辅导人

员更容易接近大学生，发挥心理辅导的真正价值。有必要

对该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做好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本人使用问卷调查法，对于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态

度进行详细调查，参考问卷星（https://www.wjx.cn/）提

供的大学生朋辈辅导认知问卷，整理为适用于本次调查

的问卷内容，并使用 软件处理调查问卷数据。

研究对象

在本次调查中，本人及团队向某高校分发共450份调

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00份。大一学生人数为54人，大

二学生人数为120人，大三学生人数为141人，大四学生

人数为85人。

2 研究数据

大学生是否愿意向朋辈辅导员求助

将数据整理为表1内容。

表1 认为大学生是否愿意向朋辈辅导员求助（%）（单选）

非常愿意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 总计

大一 3.70 24.07 50.00 20.37 1.86 100

大二 4.17 27.50 48.33 17.50 2.50 100

大三 2.13 26.24 45.39 24.82 1.42 100

大四 1.18 20.00 54.12 22.35 2.35 100

总计 2.75 25.00 48.75 21.5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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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大学生对于向朋辈辅导员

求助的态度主要倾向为一般，而愿意求助占全体大学生

的25.00%，要大于不愿意求助的21.50%。对于非常愿意

为2.75%，非常不愿意2.00%，两者并没有过大的差距。

大学生认为朋辈心理辅导的优势

将数据整理为表2内容。

表2 大学生认为朋辈心理辅导的优势（%）（多选）

身份相近 容易咨询 互动性强 友谊性 其他

大一 27.78 33.33 42.59 50.00 11.11

大二 34.17 45.00 50.83 56.67 9.17

大三 26.95 29.08 43.97 43.26 19.15

大四 47.06 36.47 49.41 44.71 2.35

总计 33.50 36.00 47.00 48.50 11.50

从表2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朋辈心理辅导

的优势为互动性强、友谊性，身份相近占大学生人数的

33.50%，容易资讯占36.00%，这两项并没有起到决定性

作用。

大学生不选择朋辈辅导的原因

将数据整理为表3内容。

表3 大学生不选择朋辈辅导的原因（%）（多选）

担心泄密
担心

不专业
不了解

其他事件

影响
其他

大一 48.15 35.19 53.70 22.22 31.48

大二 33.33 34.17 63.33 17.50 20.83

大三 22.70 21.99 40.43 14.18 24.11

大四 43.53 50.59 48.24 20.00 4.71

总计 33.75 33.50 50.75 17.50 20.00

从表3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不选择朋辈辅导原因

是对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这种方式不了解，其次为担心

泄密与担心辅导人员不专业。

大学生认为朋辈辅导是否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将数据整理为表4内容。



56

·国际护理与健康

表4 大学生认为朋辈辅导是否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单选）

非常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

不好

非常

不好
总计

大一 3.70 38.89 50.00 5.56 1.85 100

大二 0 30.00 59.17 10.83 0 100

大三 2.84 30.50 54.61 9.22 2.83 100

大四 4.71 31.76 57.65 5.88 0 100

总计 2.50 31.75 56.00 8.50 1.25 100

从表4可以看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朋辈辅导是可以

达到预期效果，认为比较好的人数占比也有31.75%，而

非常好、比较不好、非常不好的总占比仅为12.25%。

3 研究结论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具有积极效果

从表1可以看出，地方高校的大学生的愿意态度与一

般态度总占比为73.75%，不愿意态度占比为21.50%，即

大多数大学生对于朋辈心理辅导表示积极态度；从表4可

以看出，大学生认为朋辈心理辅导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其中一般为56.00%，比较好为31.75%。从表1、表4，也

可以看出大学生并不反感朋辈心理辅导，部分人持有良

好的积极态度。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虽然拥有良好的优势，但也

需要关注短板问题

从表2可以看出，大学生选择朋辈心理辅导，主要是

其拥有良好的互动性，学生之间拥有良好的友谊，相比

于专业心理咨询，朋辈心理辅导更容易进行心理辅导，

这是朋辈心理辅导的优势；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短板问

题。从表3可以看出，大学生不选择朋辈心理辅导主要

是对这种心理辅导方式不了解，同时也担心泄密、不专

业，导致部分大学生会望而却步，影响进一步落实心理

辅导工作。

4 对于地方高校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的相关意见

本人在分析面向地方高校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态度

调查问卷后，也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认为可以通过以下

方式，提升朋辈心理辅导质量。

推进朋辈心理辅导的宣传教育

有效掌握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可以有效预防大学生

产生心理危机，避免大学生形成错误三观，在心理辅导

中具有重要作用。许多大学生虽然存在心理困惑或问

题，但是却不会选择朋辈心理辅导，主要原因是相当多

的学生并不了解这种心理辅导方式，自然不愿意去尝

试，导致朋辈心理辅导工作难以有效进行。针对这种情

况，地方高校针对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方法进行有效宣

传教育，让更多大学生认识到朋辈心理辅导的重要性与

便利性，从而主动咨询相关人员，解除心理困惑[1]。可以

由学生会向大学生派发传单，在高校的公布栏上张贴海

报，做好线下宣传工作。而高校心理教师在授课时，也

需要积极宣传朋辈心理辅导，打消大学生的心理顾虑。

地方高校也可以通过高校的微信公众号，推送有关朋辈

心理辅导内容，定期组织朋辈心理辅导人员解答其他大

学生的内心的疑惑，让更多人主动联系相关人员，从而

及时掌握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况，发挥朋辈心理辅导的

应用价值。

重视朋辈心理辅导人员专业学习

一部分大学生没有选择朋辈心理辅导，是担心相关

人员没有足够的专业性，导致大学生的时间与精力受到

影响，专业性问题也是限制朋辈心理辅导大规模开展的

主要因素。为此，需要对朋辈心理辅导人员进行专业指

导，通过学习方式提升辅导人员的专业能力。可以由地

方高校的心理专业老师定期提供专业指导，让朋辈心理

辅导人员充分学习心理辅导的专业知识，科学分析辅导

人员的心理活动。在选择朋辈心理辅导人员时，建议优

先选择拥有团体活动经验、了解心理分析的学生。需要

注意，朋辈心理辅导人员的专业训练主要内容为专业知

识、技术，但是也需要注意培养朋辈心理辅导人员的个

人道德，让其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2]。对于朋辈心理辅导

人员，则要以包容心态面对每一个辅导人员，坚持保护

个人私密信息，不对辅导人员进行过多评价，接纳各类

心理存在疑惑的大学生。在拥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坚持

辅导原则，大学生对于朋辈心理辅导的态度也会发生相

应的改变。

根据大学生心理需求，向其提供不同的朋辈心理

辅导内容

地方高校的大学生年纪不同，经历的事情会有较大

差异，会产生多种的心理问题，无法用统一标准衡量心

理辅导需求。所以，在应用朋辈心理辅导方法时，需

要根据大学生的年级、性格、偏好等，合理选择内容，

提供最合适的朋辈心理辅导。例如刚加入高校，在校学

习的大一新生，并不会随意走动，在校内就可以进行联

系。这就可以通过面谈方式，和大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增强朋辈心理辅导效果；如果是已经参与到各种企

业实习的大四学生，除毕业论文答辩或其他重要时期，

一般不会留在校内。可以通过微信、QQ等聊天软件，

找到合适时间进行心理辅导。同时，朋辈心理辅导人员

也需要在交流过程中，不断总结辅导对象的个人心理需

求，及时调整语言与辅导内容，逐渐打开辅导对象内心

世界，合理解决心理上的困惑与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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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大学生人际关系引导工作

对于大学生而言，其是从一个熟悉的环境转移到陌

生的环境，并要在高校中适应新的人际关系，进行一段

新的学习与生活。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大学生正值青春

萌动时期，会和同学产生恋爱关系，这也是一种大学生

需要面对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好每一段人际

关系，很容易影响大学生的情绪，增加心理负担，更容

易产生心理上的疑惑与问题[4]。朋辈心理辅导就可以凭

借同龄人或同学的身份，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深入辅

导对象的内心世界。例如，可以将辅导对象组织起来，

以十人作为一个小型团体，进行主题为“大宿舍关系”

的辅导内容。由朋辈心理辅导人员引导辅导对象熟悉其

他人，通过相互交流方式，打消辅导对象相互之间的顾

虑。同时，利用团体游戏方式，引导辅导对象分享自己

的宿舍关系、恋爱经验等，形成良好的互动效果。让辅

导对象以朋辈心理辅导团体为起点，逐渐将自己的人际

关系拓展到宿舍、班级，顺利适应新的环境，形成新的

团体关系，降低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

侧重于大学生的情绪与行为指导

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许多大学生拥有过于严

重的自我意识，而且情绪较为偏激，更容易产生消极情

绪，生成严重的心理问题。朋辈心理辅导人员和辅导人

员拥有相近的年龄，会让辅导人员下意识打开自己的内

心世界，并逐渐获得认同感，从而寻找更多的情绪宣泄

点，解除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朋辈心理辅导人员可

以将辅导内容侧重于大学生的情绪与行为指导，以相似

的生活状态，从认可辅导人员，到逐渐更改错误理念，

最后达到调整辅导人员的情绪与行为，让其以积极向上

的态度面对高校学习与生活[5]。同时，朋辈心理辅导人

员也需要向辅导人员传递“爱人爱己”的正确价值观，

引导辅导人员主动参与到班级集体活动、校园大型获得

中，通过了解自我的内心世界，逐渐改善现有的人际关

系，从而以积极心态进行人际交往，对以后的学习、生

活充满希望，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结论：虽然本文对地方高校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态

度调查进行系统性研究，提供若干具有参考价值的相关

建议，但是在实际应用时，仍需要充分分析大学生性格

特点、心理辅导需求等因素，合理设计大学生朋辈心理

辅导方案，做好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希望更多高校

可以认识到这种心理辅导方法的应用价值，妥善使用，

助力大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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