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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去心病

———大学生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
宫梅玲 丛中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必须得到大学生的认可和参与 ,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对泰山医学院

部分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在提供的十几种心理求助方式中 ,前两种竟是向知心朋友倾诉法和阅

读疗法 。三年来 ,我们在泰山医学院大学生中实施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

法 ,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阅疗研究小组和同伴辅导小组

阅读疗法就是用有选择的读物辅助医学和精神病学的治疗;通过有指导的阅读 ,帮助解决个人

问题 。首先 ,学校成立了由心理医生为指导的阅读治疗研究小组 。其次 ,在图书馆设立藏书结构独

特的阅读治疗阅览室 ,重点加强心理书刊目录 、索引和专题文章的推荐介绍工作。第三 ,学校大学

生心理协会成员及宿舍舍长中 ,选拔出热爱这项工作的同伴心理辅导员进行专门培训。使他们成

为既具备心理知识 ,又熟悉阅读疗法的同伴心理辅导员。我们以心理辅导小组成员所在宿舍为单

位 ,成立了 24个阅疗同伴辅导试点小组 。在阅疗研究小组的督导下 ,各小组心理辅导员定期向舍

友发放心理咨询类书刊 ,带动大家学习心理知识 ,讨论心理问题。同学们发现 ,心理期刊中一个个

典型病例分析 ,仿佛就是在解答他们自己的问题 。于是 ,他们对自己的心理问题不再避讳 ,敢于向

舍友倾诉 ,积极寻求同伴帮助 。

同伴辅导员的桥梁作用

小组心理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一员 ,能够及时了解同学们存在的心理问题和需求 ,并反映给阅

疗研究小组 ,又能把阅疗研究小组编制的心理书刊目录及相关文献索引及时反馈给同学 ,起到了桥

梁作用。如某小组辅导员报告了一个因过度自卑和学习压力大而产生轻生念头的大学生 。我们首

先请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咨询治疗 ,针对心理医生的诊断 ,我们为他开出了“书方” ,并指派了一位小

组辅导员经常陪他聊天 、散步进行心理疏导。通过三个月的同伴辅导与阅读治疗 ,他逐渐缓解了心

理压力 ,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并敢于把自己的心理问题讲出来与老师 、同学一起讨论 ,并教育其他同

学正视心理问题 。

一大批有交际困难的学生从《交际与口才》 、《演讲与口才》和《卡耐基交际大全》中找到了产生

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许多因恋爱而苦恼的大学生从《心理医生》杂志中的“当代大学生的恋

爱 、性和婚姻”的大讨论中受到启发 ,能够正确地对待恋爱中的起伏和变化。更令人欣喜的是同学

们在获得同伴帮助之后再去帮助他人 ,甚至有的同学把阅读治疗辅导工作做到其他高校同学中去 。

阅疗研究小组的关键作用

在整个阅疗辅导过程中 ,阅疗小组始终是个核心 ,除了开始的组织 、培训 、发动工作外 ,还与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共同设立阅读指导网站 ,对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设立了专题目录索引 、收

集了近五年的相关文章提供给大学生。同时利用黑板报 、宣传栏 、广播站 、院报等宣传工具 ,进行广

泛的宣传。我们在得到学生信任的同时 ,又能及时了解到他们不同时期心理问题的多发症和阅读



重点 ,从而为我们制定下一步的小组辅导计划和阅读指导文献索引提供了依据 。

对于出现的问题 ,阅疗研究小组及时商讨对策 ,予以补救 、改进 ,并对有关人员进行方法指导 。

对小组辅导员遇到的特殊心理求助 ,则一般需要经过阅疗研究小组会诊后 ,制定出最佳方案 ,再提

供给他们 。例如 ,一位小组辅导员曾收到一位因同性恋而痛不欲生的大学生发来的匿名求助信 ,信

中写到:“我是一个同性恋患者 ,总觉得自己是另类 ,每天在自卑 、自责 、焦虑中恍惚度过 ,无法正常

地学习。为了远离他 ,我尝试过休学回家 ,但却愈加思念他 ,我快要发疯了 ,救救我!!”对这种棘手

的问题 ,小组辅导员不知如何是好 。阅疗研究小组意识到问题的特殊性 ,首先在心理医生的具体指

导下 ,创办了同性恋专题宣传栏 ,讲述什么是同性恋 、同性恋的种类 、国内外对同性恋的态度及相关

的政策法规。推荐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刊《朋友》杂志和图书馆有关同性恋问题的专题书目索引 ,并

提供了青岛医学院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教授的网址 ,让他在网上直接与专家交流 。经过一段时

间的“阅疗”后 ,这个学生心理问题得到了缓解 。

当阅疗辅导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后 ,研究小组又及时组织同学交流阅疗心得 ,并鼓励阅疗中收获

大 、效果好的同学撰写心得体会 ,在阅览室创办“读者论坛”专栏 ,同时又将优秀文章推荐到院报发

表。

效果检测和评价

为了检验开展的同伴辅导下阅读疗法的效果 ,我们选择同一年级的两个班 ,进行了阅疗前后的

对比实验 ,结果显示 ,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结合在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有效率由高到低依次

为:人生目标不明确 94%、心烦焦虑 81%、孤独 81%、忧郁悲伤 76%、性困惑 76%、自卑 75%、厌学

67%、恋爱苦恼 63%、交际困难 61%、就业压力 41%。

今年当非典袭来时 ,恐惧笼罩着整个校园 。我们利用图书馆资料优势 ,搜集了大量有关非典的

报刊资料 ,进行了专题剪报 ,并给院报记者 、广播站记者 、各班的宣传委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资料 ,

利用他们进行防非典知识的深入宣传。为了调节大家的情绪 ,我们在全院大学生中普及和推广了

阅读疗法 。虽然报刊阅览室关闭 ,但每天的报纸 、心理书刊 、休闲读物等都由各宿舍的舍长 、同伴辅

导小组长借回宿舍阅览 ,遇到好文章大家共同分享 。在封校的两个多月中 ,读书丰富了学生的课余

生活 ,更重要的是心理健康教育类书籍 ,教会他们应如何应对生活中的突发问题 ,如何克服郁闷情

绪保持一份好心情 ,如何更积极乐观地生活。

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相结合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 ,已作为泰山医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

式在大学生中普及。这项活动开展以来 ,我院大学生有了心理问题不再恐惧 ,一般能够正确对待并

及时寻求同伴帮助或读书解决 ,问题严重者也不再避讳看心理医生。因而 ,严重心理障碍的发病率

不断降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