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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指出怎样完善

和提高大学辅导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防范能力，在改变管理观念、提升专业素质、强化辅导员培训、

创新工作方法方式，以及构建危机防范制度等方面所采用的具体办法与举措，以便于为我国高校从事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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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college counselor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oints out how to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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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and enhance college counselor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risis prevention abili-
ty, and the specific methods and measures adopted in changing management concepts, improv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strengthening counselors’ training, innovating working methods and ways, 
and constructing crisis preven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psy-
chological health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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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的心理功能是高校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习、生活、工作的基本保证，怎样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以及怎样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防范和干预工作，是目前中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主要任

务。大学生群体的心智发展还不成熟，对情感、学业、求职、人际交往等方面遇到的压力十分敏感，同

时，个人原生家庭创伤，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也会使大学生极易产生心态失衡的状况，从而产生

各种心理障碍。二零零四年八月，我国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

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

措，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任

务(人民报，2004)。”二零一八年，教育部发布了《高等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高校重

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给予大学生及时疏导，并对其进行重大心理危险防范与干预工作，以最大

限度防止和降低重大学生心理健康危险案例的出现。因此，高度重视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加强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孙慧，2020)。当前影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多

元，所以，对大学生开展适时的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怎样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预防，不

断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以促进大学生自身健康和发展，是当前大学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了解

大学生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及特征，掌握和提升心理育人的能力，以及应付重大心理危机事件的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是每个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的基本任务(刘天浩，2010)。 
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主要力量，是大学

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和指路人。高校辅导员是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辅导员对大

学生心理问题的心态、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以及处理心理危机的能力都直接影响心理育人的效果。据二

零一七年教育部 43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提出，高校辅导员的主要职责之一是

协助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初步排查和疏导，组织开展心理健

康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培育学生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李燕飞，2019)。辅导员是大学生的人生

导师和知心朋友，面对当今高校大学生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辅导员的心理育人与危机预防工作显

得尤其重要。 

2. 辅导员在大学生心理育人工作中的优势 

(一) 辅导员对学生相关情况掌握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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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是我国高校大学生教育与管理的主要实施者，也是与学生联系最多，接触最为频繁的人。因

此，他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相关信息，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育人工作。学生的既往病史、

家族病史、家庭经济情况、父母婚姻状况等因素通常与学生心理危机状况的产生有着紧密的关系。学生

旷课、请假、挂科、换宿舍、夜不归宿等外部行为的背后，也存在着不易被他人发觉，甚至刻意隐藏的

内部心理问题，这些都是辅导员发现学生异常心理状态的有效途径。辅导员们能够很方便地通过对学生

日常的观察，以及与任课教师、学生干部、宿舍同学的交流等途径，全面客观地掌握学生的整体生活状

况。这些信息在对心理危机的防范与干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魏向宇，2018)。 
(二) 辅导员较易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 
高校辅导员具备思想政治教育、求职引导与生涯规划、心理疏导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与大学生

年纪相近，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同时，和学生长期紧密接触，对学生在学业、生活、求职等方面遇到的

困惑和困难更易共情，高校辅导员能够及时给予心理上的关心和支持，也可以实际解决学生的一些困难，

所以很容易与学生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及时发现学生们的心理需要，了

解学生们的心理困惑，将潜在心理问题暴露在萌芽阶段。 
(三) 辅导员能及时反应突发的心理危机事件 
对于心理行为异常的学生，辅导员能够快速通过其同学、父母、朋友等渠道掌握学生状况，评估心

理危机状况的严重程度，并及时报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处理。当心理危机出现时，辅导员可

以做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研判形势，迅速报告，及时安抚学生，联络家属，并配合心康中心老师做好

现场处置，从而使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有序地开展，从而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对高校而言，辅导

员在应对心理危机事件的实效性方面，具有高校心理健康教师，行政人员，班主任教师不具备的优势。 

3. 民办高校辅导员在心理育人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深入了解民办高校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存在问题，我们对广东省某民办高校开展了辅导

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状况问卷调查，调查采取问卷形式和走访方法，其中问卷形式共发出

了 71 份答卷，并收集有效答卷 66 份。同时，与学生处领导、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老师、各学院学

生工作领导以及部分辅导员进行访谈。通过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民办高校辅导员在学生心理育人工作

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 民办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知识薄弱，处理心理问题事件力不从心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只有 13.64%的辅导员在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与心理学相关，86.36%的辅导

员不具备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结构。只有 37.88%的辅导员认为自己能识别学生是否存在心理问题，

62.12%辅导员不能确定或者不能识别有心理问题学生。由此可见，目前民办高校大部分辅导员的心理健

康知识较薄弱，在心理育人工作上出现力不从心情况，多数心理辅导员只能从事简单的行政工作，开展

相对简单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和教育(魏向宇，2018)。民办高校在招聘辅导员时通常并不限定专业，因此

招聘进来的辅导员大都不具备完整的心理健康知识体系，他们无法很好地识别一般性心理危机的学生，

在应对严重性心理危机学生时更觉得无从下手。辅导员由于缺乏心理学专业知识和心理育人工作的经验

不足，导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预防工作开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二) 民办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工作责任巨大，定力不够 
大部分辅导员表示心理育人带来的工作压力较大。通过调查了解，每个辅导员平均有 8~9 名心理问

题学生需要关注(包括重点关注和一般关注两个级别)，有 81.83%的辅导员觉得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给他们

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在心理危机事件方面，有 71.21%的辅导员会经常担心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危机事

件，有 51.21%辅导员表示经历过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此外，有 75.36%的辅导员从事辅导员工作不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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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2.12%的辅导员年龄在 27 岁以下，这些辅导员绝大部分是大学毕业就来高校担任辅导员工作，没有

相关的工作经验，有 50%以上的辅导员没有把本岗位作为长期职业规划。由于民办高校辅导员流动性大、

工作经验不足、人员配备不齐等特点，他们往往对所负责学生的心理问题了解不足，不能够深入体察学

生的内心，无法了解学生真实的烦恼与心结，也无法采取正确的方法与途径给予学生及时的帮助与支持，

且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更多是以结果为导向，不注重过程，进而导致心理育人效果不明显(岳姝伶，2021)。 
(三) 民办高校辅导员工作内容庞杂，精力有限 
问卷调查中，在回答“你在学生心理育人工作中有哪些困惑？”中，61.9%的辅导员认为“个人时间

精力不足”。民办高校辅导员与公办高校相比，他们的工作职责更为广泛且工作强度较大，日常事务工

作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而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辅导员还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与价值引领、党建

团建、班风学风建设、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等要求较高、时效性较强的工作，因此对于学生的心理

育人工作，很多辅导员会觉得有心无力，无法做到精准发现、关注和预防解决学生心理危机(刘宇，李婷

芳，庞鹏，2021)。同时，民办高校辅导员在个人职业发展上面临流动性强，稳定性差的局面，很少深耕

一个技术化的领域，自然也不会投入大量个人精力在心理育人工作上，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局面也

是多种类型工作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 民办高校辅导员缺少专业培训，交流较少 
在回答“你参加过多少次心理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中，有 9%辅导员没有参加过，有 72.7%只参

加 1~3 次，80.3%的辅导员有强烈要求心理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受到专业的影响，很多辅导员既缺乏心

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与相关训练，也缺乏相关实践操作技术，处于心理育人能力“零基础”状态(刘宇，

李婷芳，庞鹏，2021)。辅导员表示无法有效进行谈心谈话工作，在处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时，常常难

以得心应手。再者，由于没有制度性系统性的工作交流机制，导致辅导员之间沟通机会少，所以他们在

面临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时会茫然、无助，当事件解决后没有系统的梳理，在下次出现类似事件或新问

题时仍然会不知所措，以致事件解决的效果低下，甚至，危机事件本身造成辅导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心理

创伤，无法及时得到干预。 
(五) 民办高校辅导员缺乏有效心理预防措施，排查手段单一 
一旦学生被确定存在潜在心理危机，辅导员应该给予该生更多的关心与帮助，要在态度上给予关怀，

并进行沟通，拉近距离，这样具有潜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就减少了抗拒心理，防备心理，有利于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与危机预防。而一些辅导员在心理健康工作中缺乏有效预防措施。尽管一些辅导员工作时间较

长，累积了不少应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实践经验，可是辅导员毕竟并非专业的心理工作人员，在心理健康

工作中往往只重视处理补救问题而忽视了防范教育，这导致辅导员被动应付。一些辅导员在排查学生的

心理问题时手法简单，在获取学生信息时常常只通过班干部的报告，或者直接与学生谈心交流，缺乏灵

活多元的信息收集手段。 
(六) 民办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预防意识不强，工作方式刻板 
每个学生发生心理危机都会有一定的前兆，辅导员如果能及时识别危机的线索，并及时采取适当措

施加以干预，很大程度可以阻止危机事件的发生。刚工作的大学辅导员缺乏科学的危机预防意识和应对

方法，总是被动处置各种突发事件；有些大学辅导员在管理和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过于严厉，始终将自身

摆在领导的地位上，在学生犯错时，并不帮助学生以分析错误和改正错误，一律批评学生为主。这直接

导致学生对辅导员产生了距离感，学生在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会与辅导员交流，最终问题没有及

时处理，并且进一步加剧。如果辅导员不注重亲和力的培养，当学生犯错时，不帮助学生分析错误和改

正错误，而是一律批评为主。这样会使学生对辅导员产生距离感，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敢也不愿与老师沟

通，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导致危机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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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办高校辅导员提高学生心理危机处理能力的途径 

(一) 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心理危机干预能力 
辅导员要提高自身心理健康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解决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能力，从“解决学生

心理问题，防止学生心理事故”向“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发展学生心理素质能力”转变(刘宇，李婷

芳，庞鹏，2021)。由于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危机干预能力会直接影响危机事件的应对效果，在当今大数据

分析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干预工作对辅导员工作能力的要求不仅仅是掌握

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技能，还对辅导员的危机应变能力、情感交流能力、危险

识别能力等专业技能有更高的需求，因此对高校而言，辅导员在做好日常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以外，还

需要对其开展专门的培训以提高心理危机干预能力。辅导员可以利用互联网参加线上培训与学习，也可

开展一些有关大学生心理与健康教育方面的活动，充实理论知识，增强实践能力；在自己努力的同时，

还可以和其他辅导员，尤其是向资深辅导员、管理学生工作的领导请教，交流经验想法，讨论相关案例，

不断吸取教训，借鉴他人优秀的工作方法，从而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只有辅导员自身具备牢固的心理

健康专业知识和坚实的心理危机工作技能，才能更好地应对心理问题学生。 
(二) 建立科学的心理危机预防机制，减少工作压力 
处置心理危机事件不能仅仅依靠个别辅导员的实践经验和临场应变能力，高校有关部门应该具备系

统完善的应对机制和处理流程，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具体而言，在心理问题学生管理方案的制定方

面，已经有一些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是实施“一人一策”心康工作机制。辅导员根据重点关注学生自身

特点、病症等因素实施“一人一册”、“一人一策”、“一人一团队”的防护方案。二是建立“四早”

预防机制。辅导员对异常的学生及时开展访谈和心理疏导工作，做到“早发现”；察觉学生有严重心理

问题要及时报告，做到“早报告”；对心理有异常的学生判断危机状况的严重程度，做到“早研判”；

对心理异常的学生要随时关注其状态，帮助学生恢复心理健康，做到“早干预”。三是建立“辅导员+”
五维协同工作机制。构建“辅导员 + 学生”、“辅导员 + 家庭”、“辅导员 + 职能部门”、“辅导员

+ 任课老师”、“辅导员 + 班主任”五维协同工作机制。 
(三)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 
面对数量巨大的学生群体，如果等待学生心理问题爆发再处理，只能陷入被动困顿的境地，预防重

于治疗的心理健康理念亟待普及推广。从辅导员的工作职责出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

强化心理健康知识宣传。辅导员通过主题班会、网络新媒体、知识竞赛、文艺活动等形式加强心理健康

知识宣传(吕东刚，2020)。二是强化班级健康的心理氛围。辅导员们要重视班集体建设，通过举办各类集

体活动强化班风、学风、班文化的建设，树立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班风，让学生在团结互助的氛围里，

学会关爱别人，同时得到别人的关爱，从而减少负面情绪造成的影响。三是强化心理健康知识进宿舍。

辅导员为每个宿舍发放“心理健康知识”等宣传资料，并粘贴在宿舍显眼位置，学生通过阅读资料，学

习相关知识，能够更客观地认识和察觉自身情绪并进行自我排解。同时，在每个宿舍张贴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服务中心咨询预约热线和地址，方便学生在遇到心理和情绪困扰时，及时得到学校心理中心的帮助。 
(四) 加强两双“眼睛”的辨别能力 
学生心理异常行为往往是通过辅导员和班干部这两双“眼睛”发现的，为了进一步做好学生心理危

机早期预警工作，要充分发挥这两双“眼睛”的作用。辅导员和班干部要不断加强自身心理健康理论知

识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心理咨询和朋辈心理辅导技能，从而提高心理障碍辨别能力和一般性情绪困恼，

人际困恼的疏导调节能力。辅导员要练就识别学生潜在异常心理的“火眼金睛”，透过旷课、休学、挂

科、更换寝室、夜不归宿等生活细节，去摸清学生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这也是发现学生心理异常的有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7295


陈少鸿 等 
 

 

DOI: 10.12677/ap.2022.127295 2484 心理学进展 
 

效途径。同时，辅导员也要合理使用好学生干部的这一双“眼睛”，充分调动学生干部主体意识，责任

意识，让学生干部细心留意同学们的上课情况，在平时的交往中密切关注同学们的言行，注意同学们所

发布的微信朋友圈、QQ 动态、微博等重要信息内容，若发现同学有异常行为，第一时间报告给辅导员，

同时班干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存在行为异常，情绪困恼，人际关系紧张的同学加以关心与帮助，

而辅导员要适时对这类学生加以干预与引导，尽最大努力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 
(五) 运用大数据助力心理危机预防 
辅导员应当及时收集、梳理和归纳每名学生的心理健康数据，从而建立心理信息库。运用大数据技

术跟踪、记录、分析学生上网情况、日常消费、兴趣爱好等信息，深度整合学生相关信息，这可以更加

客观清楚反映学生真实情况，给辅导员快速做出预测，达到及时有针对性的心理危机预防。有效提升了

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预防效率和水平，避免重大心理危机事件发生。建立心理健康预警平台实时检测学

生的心理健康动态，使心理健康风险防控工作从被动转为主动，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实施合理的干预与

帮扶，从而达到利用大数据技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目标(陈方方，何小波，2018)。这要求学校层面需要

整合各行政部门资源，在顶层设计上促使学校信息技术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安全保卫部门以及各个二

级学院协同合作，共享数据，制定快速有效，稳定可行的心理危机应急处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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