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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创新: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学心理服务体系
———评宋尚桂教授的新作《大学心理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刘宝存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恢复开展心理卫生工作以来，大学心理服务工作得到长足的发展，有关大学

心理服务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越来越多的大学从心理服务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心理服务工作。但是，尽管经历了 30 年的发展，我国大学心理服务工作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操作

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还都存在很大差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大学心理服务体系。宋尚桂教授的新作《大学心

理服务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一书试图整合国内外心理服务理论，并结合国外大

学心理服务工作的经验，对我国大学心理服务改革及体系构建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构想。
首先，作者对目前我国大学心理服务机构的现状做了定量调查和统计分析，包括心理服务机构的隶属关

系、心理服务内外部组织架构与职责、工作条件、人员配备、经费标准、主要困难等，结合调查结果阐述了我国

大学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从心理学学科水平、心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理论、轻应用的

倾向、大学教育思想，心理服务人才建设和心理服务相关法律等方面对造成问题的原因做了系统分析。
其次，作者深入探讨了我国大学心理服务工作存在的体系桎梏，认为我国大学长期存在宏观管理机构设

置不合理，管理职能脱离心理服务工作特点，专业管理人员匮乏，专业化水平低，心理服务相关宏观政策和相

关法律环境建设严重滞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大学心理服务外部体系改革的重点是行政管理组

织、职能与运行机制改革，应当重新调整和确立政府在管理大学心理服务工作上的作用与职责界限，将政府

的职责限定在一个清晰、有限的范围内，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调动大学自主管理心理服务事务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结合政府管理职能改革，转变政府事无巨细样样都管的管理方式，将政府的管理重心转向宏观性、
政策性指导，通过法律、法规、经费分配等方式指导、规范大学的行为，同时，通过委托心理学专业机构和非政

府机构对大学开展的心理服务工作展开专业评估和监督，确保政府宏观政策的落实。
第三，在大学心理服务内部体系改革问题上，作者探讨了我国大学存在的不重视心理服务工作的科学

性，心理服务专业性没有得到体现，心理服务组织的运行条件较差等问题。他指出，大学应当真正让心理服

务工作成为一项学生事务，心理服务机构应该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开展工作。心理服务工作可以而且必须渗

透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学活动、管理活动等，从政策制定到教学内容的选择都应发挥心理专家的

作用，使学校各项教育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大学应当将专业人员培养作为大学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解决相关的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教学内容、培训机构资质认证和专业人员资格认证等问题。
总之，这部专著在全面阐述和归纳大学心理服务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首次从国际经验与比较、理论分析

和实际经验归纳等多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大学心理服务体系构建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提

出了改革我国大学心理服务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特别是作者提出的宏观管理体系改革、专业队伍建

设、职业准入制度建设等改革设想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一

研究成果对于丰富我国大学心理服务理论研究，指导我国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大学心理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大

学心理服务工作的质量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期待作者继续对我国大学心理服务工作开展深入研究，在心理服务的原理、心理服务的技术与方

法、心理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内涵、心理服务评价标准等方面深化研究，不断丰富我国心理服务研究成果，为

提高我国大学心理服务和学生事务管理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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