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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辅导员作为开展学生工作的一线人员，与学生的联系最紧密，在心理危机干预的预防教育、早期预

警以及事后跟踪中有着天然的优势，是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重要参与者。家校合作是大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中重要的一环，辅导员是家校沟通的主要人物。对高校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家校沟通中的困境与策略

研究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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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counselors on the firing line of student work, have the closest contact with students and 
have natural advantages in preventive education, early warning and follow-up of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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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intervention. They ar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Home- 
school cooperation is important to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coun-
selors are the main personages in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f dilemma and strate-
gy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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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学生心理健康管

理工作中要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大力构建家校协同干预机制。学校组织校内外相关专业人

员进行研判，及时将干预方案告知家长，与家长共同商定任务分工，积极寻求学生家庭成员及相关人员

的有效支持。高校辅导员承担着与家长沟通的主要工作，辅导员和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的主要目的在

于告知家长学生目前在校现状，转达校心理中心危机评估结果，并预约家长来校详细沟通解决方案。对

辅导员在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中存在的困难和策略进行分析，以便辅导员更好地做好心理危机学生

的家校沟通工作。 

2. 辅导员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的困境 

辅导员是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参与者，但辅导员在家校沟通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主要有以下

四个方面； 
(一) 部分家长对心理危机的认识不合理 
心理危机干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辅导员在发现疑似心理危机学生后会申请学院二级心理工

作站介入处理，如果确定学生可能存在心理危机则会转介到校心理中心进行专业评估，经校心理中心评

估存在风险的，校心理中心会出具情况告知书，由辅导员邀请家长前往学校商量处理办法。当辅导员提

及学生的心理危机情况，期望家长能够配合学生就医时，部分家长会直接否定学生存在心理危机的可能

性，并对辅导员的专业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就是简单的“内向”、“叛逆”、“矫情”等原因，没有

任何心理问题，不用去看心理医生。 
(二) 部分家长对学校的不信任 
部分家长秉持着“不能看心理医生”的理念，怕就医情况会被记录在案，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

产生负面影响。也有部分家长在辅导员告知学生的情况后，悄悄带学生就医，将学生的诊断和治疗情况

对学校保密，刻意向学校隐瞒学生患有心理疾病的实事。 
(三) 部分家长拒绝配合治疗 
有的家长在学生有强烈的治疗欲望时，觉得学生是装生病，拒绝为其提供治疗，甚至会指责和埋怨

学生。部分家长在学生确定患有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需要用药治疗时，因为担心药物或者其他项目治疗

存在副作用，拒绝学生接受治疗，误认为心理问题自己调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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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部分家长拒绝签订情况告知书 
部分家长认为“我家小孩在家一直都挺好的，怎么就到你们学校变成这样子了。”他们将学生出现

心理问题的原因归因于学校，认为学校应该对自家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负责任，回避监护责任，拒绝签

订任何书面沟通材料，拒绝家校配合。 

3. 辅导员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困境的原因分析 

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干预事件的处理中是将一个不好的消息告知家长，大多数家长对这件事情没有心

理预期。在得知辅导员反馈的情况时，家长的情绪会很复杂，可能既震惊又困惑，既担忧又无助。复杂

的情绪，导致他们无法理性思考，会本能的否定消息的真实性。(邱鸿钟等，2019)大部分家长在经过与辅

导员的深入沟通后能合理的面对问题，与学校一起共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会支

持系统，积极配合学生治疗。但部分家长因为各种原因在心理危机干预的家校沟通中存在着困难，现就

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 部分家长对心理疾病存在误解 
尽管当代社会对心理疾病有越来越多的理解，但是仍然存在许多对心理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

所以，当辅导员当提出学生需要进行心理疾病诊断时，家长们可能会产生各种强烈的感受，主要有以下

4 种类型： 
1) 病耻感：觉得自家如果患有心理疾病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会被别人耻笑和看不起； 
2) 内疚：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才会害得学生得心理疾病； 
3) 担忧：害怕学生的一生毁了，担心学生以后被贴上“精神不正常”的标签； 
4) 无助：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学生快点好起来。 
家长对心理疾病的误解以及其强烈而复杂的情绪感受，让他们想要否认和逃避，所以他们宁可相信

学生是矫情、不听话、装病等，也不愿意尝试带学生去就医。有些家长不是不相信医生，而是觉得心理

疾病受到歧视，所以总抱有侥幸心理。 
(二) 部分家长存在迷信思想 
部分家长否认心理疾病的存在，认为自家小孩可能是冲撞了神明，需要带小孩搞迷信活动。有的家长

带学生边接受治疗边开展迷信活动，有的完全不接受治疗只进行迷信活动。家长的迷信思想对学生也会产

生不良影响，导致学生质疑心理医生和治疗效果而不接受治疗或者不配合治疗。(吴树跃，李植荣，1996) 
(三) 部分家长的心智成熟度不高 
家长，是一个人成年之后才会有的身份。成年，不仅仅是意味着年龄和生理成年，更加意味着一个

人的心理成年。在面对遇到问题时，心智成熟的父母在遇到问题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心智成熟度

不高的父母遇到问题–情绪崩溃–逃避，他们不具备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四) 部分家长对心理疾病的治疗不够了解 
有些家长认为心理治疗就是去医院后医生问几句，然后开一堆药回去吃。这些药物根本不能吃，身

体又没病，干嘛要吃药，是药三分度。有些家长受到一些“民间传说”的影响，以为精神类药物毒性大，

或者认为这些药物就是安眠药，用药后就是让人睡觉，脑子不受自己控制，会把人治成傻子、呆子。部

分家长把心理疾病看成不治之症，对学生的未来非常绝望。 

4. 辅导员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策略 

针对辅导员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中存在的困境以及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我将从辅导员与心理

危机学生家长沟通的原则、沟通的注意试事项以及沟通流程三个角度进行沟通的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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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沟通中应遵守的原则 
1) 场地合适 
合适的沟通场地需要安静、安全，不在人流量大的地方，保证与家长之间的谈话不会被打扰，提高

家长的安全感，同时也表示对家长的尊重和重视。 
2) 适度共情 
在沟通学生情况的时候要把握住共情的度，避免过度共情。多使用倾听、复述和认可的沟通方式，

降低家长的不良情绪。 
3) 双向沟通 
双向沟通，尊重家长的想法。我们需要传达出与家长沟通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

加给家长。所以家长有不同的想法时，要积极倾听，共同探讨最合适的方案。 
4) 客观中立 
辅导员在和家长沟通的时候，要和家长解释清楚学生存在的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沟通过程

价值观的评价容易导致沟通失败。 
(二) 沟通中注意事项 
辅导员在沟通前应该有前摄思考的意识，可以问自己四个问题：沟通对象有什么特征；沟通要达到

什么目的；怎样能最有效地接受和传递信息；最恰当的信息传递方式是什么。 
1) 慎重选择有效沟通家长 
在联系家长时，尽量选择和学生关系比较亲近，对学生了解比较深入，在家比较有话语权的家长。

在面谈时，也首选这位家长作为沟通的主要对象。特别是首次电话沟通的时候，要尤其重视沟通对象的

选择，以免沟通的这位家长无法做出决定后与其他家属互通信息时出现误差，影响沟通的有效性。 
2) 明确辅导员的角色定位 
高校辅导员在与心理危机干预学生家长沟通时需要明确角色定位，联动有效资源共同参与心理危机

工作。心理危机干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辅导员在这项工作中有所为也有所不能为。辅导员与学

生家长沟通过程中要注意强调学生的心理危机评估是由校心理中心专业心理咨询老师给出的，消除家长

对辅导员专业性的质疑。辅导员主要对学生的现状进行告知，关于专业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可以由心理中

心老师进行解释。辅导员最好不要代替心理中心老师进行专业心理危机的诊断和干预工作，心理危机干

预中面对的问题是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是精神疾病，即便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面对此类的问题也

要认识到自己的专业受限性，适时转介给专科医院。因此，辅导员在心理危机干预中一定不能扮演“专

业人员”，轻易做出判断。(沈文青，刘启辉，2007) 
3) 提高沟通的针对性 
根据家长对待心理危机事件的不同反映可以将家长进行分类，有针对性的调整沟通策略，提高沟通

效率。 
a) 讳疾忌医的家长 
讳疾忌医类的家长会认为自己的学生没有什么问题，在学生问题较严重的情况下仍劝说学生留校学

习。这时候辅导员需要详细的告知家长学生在学校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家庭是学生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

统。如果把学生继续留在学校，可能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出现，这样可能延误学生问题的发现和治疗，

导致问题恶化或反复发作。 
b) 无能为力的家长 
无能为力的家长有因为经济能力原因，无法承担治疗费用的。也有家长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如

家长双方都处于精神/心理疾病状态，或者父母双方心智成熟度不高。遇到因经济情况无能为力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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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在告知家长情况后，还可以尽可能的向家长介绍社会资源。遇到因能力不足的家长，辅导员需要

找到该学生的其他监护人，在其他监护人和学生家长的共同参与下开展工作。 
c) 放弃了的父母 
当家长与学生关系不佳，需家长配合沟通时，家长却表现不管的态度，或者认为学生已成年，不用

家长管。这种父母往往会带着挫败、失望的情绪，同样也感到一些无可奈何，辅导员们要提醒家长，处

在心理危机状态下的学生是非常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帮助的，如果此时对学生放弃，可能会产生不可预估

的后果。《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遗弃患者，侵害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将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三) 规范沟通流程 
1) 事先准备 
在家长来访之前，辅导员需要查阅学生档案，对家长的籍贯、职业、经济情况等信息进行了解，同

时，还可以通过学生了解其父母关系以及学生自己和父母关系等背景信息。其次，需要准备好和学生相

关的材料，比如情况告知书、事件记录、谈话记录等材料。 
2) 陈述事实 
分享事实是与家长沟通的重要内容，陈述事实是与心理危机学生家长沟通的重要过程，也是最有效

和安全的方法。美国心理学家科里·帕特森强调：事实是构成信念的基础，如果你想说服他人，一定要

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分享事实一定遵守客观中立的原则，不要急于提出自己的建议。 
3) 反馈心理咨询情况 
在辅导员介绍了心理危机事件的来龙去脉后，由校心理中心老师告知家长心理咨询的情况以及目前

存在的风险和处理方式建议。 
4) 提出想法 
在以上环节完成后，家长会对事件有了基本的判断。辅导员此时需要对事件的处理给出基本意见，

并告知家长各项事件具体处理办法的建议，包括涉及到与学生权益密切相关的休学、复学和退学的法律

法规，解除家长对学生受教育权的担忧。希望家长如何配合辅导员开展下一步工作，以及对家长如何和

学生沟通提供建议。 
5) 征求观点 
在心理老师和辅导员提供了建议后，需要征求家长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和观点，家长的观点是决定整

个沟通是否可以顺利的关键一环。但无论家长给与什么样的观点，辅导员都不可以表达出不满的情绪，

而应该站在家长的角度去思考这种观点对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寻求共同点。 
6) 求同存异 
家长可能不理解或者不赞同校方的观点，这时候辅导员千万不要因为家长不配合就对家长进行指责

甚至是把问题的发生全部归咎于家长，哪怕可能真的是家长的原因也不要指责，不要引起家长的负面情

绪。要站在家长的角度考虑，了解家长需求，这是与家长沟通的第一原则，帮家长解决困难，寻找家长

能接受的，又对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有用的方案。在沟通中，如果看到不能达到预想结果，要及时、巧

妙地结束本次沟通，并为下一次沟通留下一个比较有利的情境。 
7) 总结确认 
沟通结束后，辅导员要对沟通的过程进行记录，对双方达成的意见进行书面确认，做好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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