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院第十七届“5.25”心理健康活动节工作方案

一、背景与目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节奏，同学

们都经历了与病毒抗争、与亲人朋友隔离、与异样眼光共存、与

复杂情绪共处、与新的学习方式磨合等困难。因此，哲学院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站开展第十七届心理健康活动节系列活动，引导学

生携手共渡难关，彼此倾听，相互扶持，共同回顾、梳理和思考

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挑战、机遇与成长。

二、活动主题

“乘风破浪，看见彩虹”——疫情下的心理支持

三、宣传动员（2020 年 4 月）

（一）心理委员动员

召集学院全体心理委员开展线上动员工作，提高工作认识，

布置活动主要内容，要求各班在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拟定班级活

动策划，针对性的开展主题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二）活动宣传

学院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学院十七届心理健康活动节活动通

知，下发《哲学院第十七届“5.25”心理健康活动节工作方案》，



并依托学院微信公众号开展微信推文、H5 页面等形式的宣传，

动员全体同学积极参与活动。学院拟写宣传新闻，在校内外媒体

发布，扩大宣传。

各班通过班级微信、QQ 群等线上平台和班会开展活动宣传

动员，征集和发布班级心理健康活动方案。

四、内容及开展（2020 年 3 月-5 月）

（一）“樱为有你，津彩同行”：津沽-江城的诉说-倾听

时间：4 月

内容：中南大哲学院联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展

线上“诉说-倾听”活动。两院学生自愿报名后两两分组，互为

讲述者和倾听者，讲述者对对方讲述自己的近况，比如疫情

期间的生活状况，内心烦恼的事情，自己期望的事，以及自

己想说的话，都可以跟匹配到的聆听者进行对话交流；倾听

者对于讲述者的话仔细倾听，并且帮助讲述者一起解决问

题，或者鼓励 ta。活动持续 7 天，打卡完成后将互赠纪念品。

所有参与者的信息都将高度保密。

（二）“看见彩虹”：个人原创摄影作品展

时间：4 月

内容：线上开展“看见彩虹”个人原创摄影作品展，鼓励学

生用心“看见”疫情之下的动人片刻或美的瞬间，用相机记录这

段特殊的历史时光，并从中选出优秀的作品进行线上展示和宣



传，传递“真善美”的信念与力量。5 月初，学院甄选 3-5 幅

精选摄影作品推荐至校心理中心，在“晓南心语”微信公众号及

活动节闭幕式上进行集中展示。

（三）“21 天自我挑战训练营”蝶变菁英选拔

时间：3-5 月。

内容：各班结合前期开展的工作，根据学生在疫情期间呈现

出的一些普遍心理问题或学习生活困难，组建不同主题的“21 天

自我挑战训练营”线上打卡小组，如“21 天不抱怨—自我挑战

训练营”、“21 天不拖延—自我挑战训练营”等，征集有意愿

参与挑战的学生加入，设立具体科学的打卡规则，安排专人进行

记录和考核，鼓励学生在小组中分享经验，营造正向积极的小组

监督氛围。活动结束后，学院选拔推荐 1-2 位出色完成自我挑

战任务的“蝶变菁英”，校心理中心将在活动节闭幕式上进行统

一表彰及颁奖。

（四）各班级自主活动

时间：4-5 月

内容：开展班级特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由各班心理委员牵

头、各班委配合，围绕活动主题，自主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线上心理健康活动，调动学生热情，促进学生思考、增加学生

收获。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线上培训讲座、心理班会、短视频竞赛、

专题工作坊、心灵创意类等。

（五）第二届心理委员先进个人评选



为充分发挥心理委员在朋辈辅导、同伴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推动班级心理健康文化的发展，培养心理委员的责任与服务意

识，在心理委员队伍中树立先进典型，传播积极的班级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理念，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将结合班级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开展情况，评选院级心理委员先进个人，并择优推荐至学

校心理中心进行表彰，具体评选方案将另行公布。

五、活动要求

（一）充分调研，保障活动全覆盖

各班心理委员要充分调研，务必紧密结合“乘风破浪，看见

彩虹——疫情下的心理支持”主题开展班级活动，合理制定班级

活动方案，确保全体同学在活动中得到心理支持。

（二）做好宣传总结，提高活动效果

各班要做好活动宣传工作，5 月 15 日前撰写新闻稿投稿，

经辅导员审核后发团委宣传部挂学院网站；同时将班级活动开展

情况总结报告发送至学院心理工作 QQ 群邮件，并附有代表性的

活动图片、视频原始文件（不少于 10 份）。

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站

2020 年 3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