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城市学院

学生心理辅导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

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精神卫生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工作制度。

第二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大学生的心理

特点，通过心理科学的各种手段和方式，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品

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帮

助大学生处理好环境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才、人际交往、交友

恋爱、求职择业、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矛盾和困惑，提高

健康水平，促进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二章 工作机构

第三条 学校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心理

中心”），配备专职人员作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骨

干，根据学生数量确定若干专职编制。

第四条 心理中心是学校组织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

作的专业技术部门，隶属学生处，由学生处负责管理，接受省教育



厅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的专业指导。

第五条 心理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1．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与理念，引导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培养大学生的良好心理素

质，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面对竞争与承受挫折的能力；

2．开展个体咨询与团体辅导工作，帮助大学生减轻心理压

力，排解消除心理困惑和心理障碍，进行危机干预，预防和减少心

理危机事件的出现；

3．实施心理健康普查与心理测量工作，为二级心理辅导站开

展有关学生工作提供客观资料和依据；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

为学生认识自我、改善自我、发展自我提供服务；为学生了解个人

能力、兴趣、人格、气质以及心理健康状况提供服务，为二级心理

辅导站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辅导以及改进二级心理辅导站德育

工作提供资料和依据；

4．编印心理健康教育刊物和资料，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网页，

建设和完善心理素质教育载体，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5．为二级心理辅导站有关学生工作人员进行心理技能培训，

建立和完善学校、学院、班级和宿舍四级心理保健网络；

6．进行大学生心理问题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调查研究，为二级

心理辅导站改进和加强德育工作提供信息、对策和建议；

7．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以及相关选修课和专题研讨，传

授心理调适知识和方法，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学

会自我心理调适。



第三章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服务规定

为使心理中心更有效地服务于学生和相关机构，促进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社会，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节 服务对象

第六条 本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可以享受免费咨询。

第七条 心理中心接待咨询的主要对象范围是心理正常的学

生。对于疑似精神障碍的学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

法》第二十三、第五十一条规定，心理中心只作出初步评估，且不

进行咨询，并立即转介医疗机构；在医疗机构确认为精神障碍的学

生，建议其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心理治疗。

第二节 服务内容

第八条 心理中心对校内学生的服务内容包括：心理咨询、心

理测试、心理健康课程和心理讲座。其中心理咨询包括个体咨询、

团体咨询、电话咨询和网络咨询。

第九条 心理咨询服务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1．发展咨询。即帮助心理比较健康、无明显心理冲突、能基

本适应环境的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和开发潜能，提高学习和生活质

量，以获得更完善的发展；

2．适应咨询。即帮助心理比较健康、但在学习生活中存在各

种烦恼和心理矛盾的学生解除困扰，减轻压力，改善和提高适应能

力；



3．心理辅导。即协助患有某种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评估、转

介或必要的心理辅导；

4.提供校外咨询资源。为及时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心理中心

可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校外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渠道。

第十条 在个体咨询中，咨询员与来访者进行一对一的面谈，

建立热情、诚恳的态度和相互的信任的关系。

第十一条 在团体咨询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咨询员对多个来

访者同时进行咨询。通过共同商讨、训练、引导，促使个体学习新

的态度和行为。

第十二条 开设网络咨询，以QQ热线、企业微信等媒介为主要

形式。

第十三条 心理中心开设心理测评，我校学生可到心理中心或

二级心理辅导站进行心理测评，了解自己的心理特征。此外，所有

在校学生在校期间每年均应参加心理健康普查。

第十四条 学校设立心理教研室，挂靠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

中心，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每位学生在完成课程

考察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并开设《朋辈心理辅导》《爱情心理

学》等选修课程，供心理学爱好者学习相关知识。

第十五条 心理中心老师根据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特点，就二

级心理辅导站和学生共同关心的内容开设心理专题讲座。

第三节 服务形式

第十六条 心理中心对校内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形式包

括：面谈咨询、网络咨询和电话咨询。进行面谈咨询的来访同学可



以前来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预约或电话预约。校内学生也可前

往各院二级心理辅导站预约心理咨询。

第四节 服务时间

第十七条 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

14：30-17：30。节假日一般不对外开放。如有变动，具体值班和

咨询开放时间将另行发布。

第十八条 每次咨询时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1．个体咨询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咨询结束可约下次

会谈；

2．团队（2人以上）咨询的时间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第五节 来访程序

第十九条 来访面谈咨询的程序为：阅读心理中心简介和工作

制度、提前预约、填写来访咨询记录表格等基本信息、和咨询师见

面进行初步面谈、进行心理测试（不是必要程序）、与来访者共商

咨询方案。

第二十条 面谈预约可选择上门预约、电话预约两种方式。

第二十一条 来访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咨询时间和咨询

师。

第二十二条 来访者选好咨询师后一般应坚持数次面谈以保证

咨询效果。

第二十三条 来访者对咨询师不满意，可以向中心反映或要求

更换咨询师。



第六节 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四条 心理中心主要提供心理咨询与心理保健服务，凡

疑似精神病或者严重的心理或行为变态者、或者并无心理不适而是

具有其他意图的人士，均不在心理中心的接待范围。在心理中心的

第一次面谈中被初步判断为具有以上情况的来访者，心理中心将为

来访者推荐其他适合的专业治疗机构。

第二十五条 对于专科医院诊断为心理异常的学生，如神经

症、情感障碍、精神病、心理生理障碍等，一般情况下心理中心不

对其提供心理咨询，并建议其前往专科医院进行心理治疗。若学生

本人强烈要求中心心理咨询师帮助其改善相关症状，心理中心将协

助学院开展家校沟通，第一时间将情况如实汇报给家长，并告知相

应的职责，在得到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心理中心可在人际、学业、

情绪管理等方面给予帮助，不对其心理异常疾病开展咨询，且心理

中心不承诺具体的咨询效果。

第二十六条 来访者拥有对自己心理健康状况的知情权与选择

咨询人员的权利，也有开始与结束咨询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心理中心承担在咨询过程中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承担对来访者资料保密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遇到以下情况时，心理中心将采取保密例外原

则：(1)来访者同意将保密信息透露给他人；(2)司法机关要求心理

咨询师提供保密信息；(3)出现对心理咨询师的伦理或法律诉讼；

(4)心理咨询中出现法律规定的保密问题限制，如报告虐待儿童、

老人等；(5)来访者可能对自身或他人造成即刻伤害或者死亡威



胁；(6)来访者患有危及生命的传染性疾病等。

第四章 对患严重精神障碍学生进行心理治疗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表现的学生可界定为有严重精神障碍的学

生：被害妄想、钟情妄想、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躁狂

症、抑郁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性变态、自杀行为、长期孤独自

闭、遭受严重挫折和应激事件后出现反应性精神障碍等被专科医生

认定为可能具有严重后果的精神疾病。

第三十条 精神障碍发作时，当事人可能因为自知力减弱而造

成人身伤害等危机事件。对于疑似精神障碍或心理异常的学生，所

在学院应立即通知其家长，并协助配合家长将该生转介到省市精神

卫生中心（专科医院）或三甲以上综合医院心理科（精神科）进行

治疗，家长及学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治疗。

第三十一条 经医院心理科（精神科）诊断为精神障碍的学

生，参照《东莞城市学院精神障碍学生的管理办法》开展心理帮扶

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修订。原有与本制度相同或相冲突的文件同时停止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