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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育人是高校重点工作之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的基础。2020年初新

冠疫情的爆发，使得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文章结合“三全育人”体系，探讨重大突发事

件下高校如何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对心理育人参与人员单薄、受众面不全、师资缺口大、

课程体系不完善、教育渠道单一等困境，提出全员并行式、全过程层级制、全方位多角度的心理育人的

路径，进一步推进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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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key task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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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basis for study and lif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early 
2020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under major emer-
genci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ystem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difficul-
ties such as the limited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the insufficient au-
dience, the large gap of teachers, the imperfect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single educational 
channel,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way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whole staff in parallel, 
the whole process hierarchical system, and the all-round and multi-angle,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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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疫情，各大高校延期开学，大学生宅家线上学习，不能正常返校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已经对部分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心理造成的影

响会持续很长时间[1] [2]。本文所指的“重大突发事件”是社会危害程度高、影响范围较大的突发事件，

存在高度危险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3]，典型案例比如汶川 8.0 级大地震(2008 年)、南方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2008 年)，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 (2003 年)，以及当下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

件一经爆发，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展和升温，吸引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线上线下及时跟进，使得该事件

被进一步发酵。突发事件一发生无法用常规处理方式方法解决，整个过程都存在不确定性，处理者的经

验无法确定事件是否能处置好。而且突发事件具有较大的危机与危害性，无法评估事件带来的伤害，给

社会和个体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对于高校教育来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突发事件易使大学生产生焦虑

情绪和心理困扰，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产生心理危机，不但影响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

活，而且出现生理、认知、行为和情绪等方面的不良反应，长期的不良应激状态可能会造成心理问题，

甚至导致精神疾患[4]。因此，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加强高校大学生心理育人研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坚持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也就是“三全育人”。2017 年 12 月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提出了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一体化育人格局的要求，其中包括课程育人、科

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十

大育人体系”。心理育人作为“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直都是高校“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落脚点之一，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它不仅培养学生自信、乐观、健康的心

态，引导学生增强耐挫力，完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而且是高校育人的重要把手。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常态下，高校进行心理育人教育既符合大学生心理成长的规律，又能够帮助大学生

尽快解决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心理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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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面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以及大学生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对象、参与过程以及参与的覆盖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面对

重大突发事件，高校心理育人机制不完善，高校应该以“三全育人”体系为指导，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

心理健康指导，引导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2. 重大突发事件下心理育人所存在的问题 

(一) 心理育人参与人员较单薄 
面对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大学生产生焦虑、紧张等心理问题，不知如何才能应对，处理事情表现

出很慌张。其中来自父母的社会支持系统很欠缺，父母没有及时有效地给予学生心理上的帮助，其实家

庭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父母的支持与帮助能够让学生度过心理艰难时期[5]。而且

目前高校的家校合作的程度微乎其微，家长隐瞒学生的心理问题，这导致学校并不能快速有效的追踪问

题学生，进而延误学生的正常成长，加重学生的问题。其次大部分学生父母并没有把心理问题当成是问

题，父母只关心学生的成绩，并不关心学生的所感所想，这将导致加深学生与父母之前的矛盾。据多个

咨询案例分析得出结论：大部分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源于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与学生关系紧张导致学生

出现心理问题。疫情期间学生返校后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全是心理相关专业教师、辅导员，其他教师

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他们认为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找心理健康教师即可，自己

并不承担这方面的教育。 
(二) 心理育人受众面不全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目前高校对本科生进行当下的心理测评、约谈、团体辅导等活动，研究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研究生也是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虽然他们比本科生年龄大，但是这个群

体也有很多心理问题，面对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不能及时返校会造成科研压力增加，每个人都很容易

出现心理问题甚至出现精神障碍。疫情期间每个年级都会有每个年级的特点，需要针对性地对所有在校

生进行主题心理教育与辅导。 
(三) 心理育人师资缺口较大 
据统计，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专业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有的普通高校每 2~3 万大学生只配

有 1~2 名专业心理健康教师，师生配比较低。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学生出现不同症状的心理问题，他们

向老师求助，但是面对数量众多的问题学生，心理教师也无法能够及时有效的帮助到每一位学生。而且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学生出现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的时候，第一时间找辅导员帮助，但是很多辅

导员并非心理学专业，甚至有的辅导员根本没接触过心理健康知识，他们无法及时有效帮助学生。 
(四) 心理育人课程体系不全、不系统 
对于较稳定的正常社会环境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高校具备较健全的心理健康教育公共课，这

是一门通识性课程，但是在整个心理教育课程体系中缺乏对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内

容，比如突发事件的危机干预课程。这次疫情环境下，学生出现大面积的焦虑、紧张等问题，面对这样

的环境，高校只是临时做一些相关的课程或辅导，导致处理起来会很生涩以及效果不佳。而且针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大部分高校主要是以必修课的形式存在，其实这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塑造远远不够，还需要以其他形式的课程供学生选择，不同形式的课程使得心理健康教育更加充满活

力。另外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缺乏层次感，缺乏对不同类别的“特殊学生”的课程，比如人际关系

不良的群体的课程、抑郁自卑的课程。除了要横向研究的课程，还需要纵向研究的课程。 
(五) 心理育人体现方式较单一 
面对疫情，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通过教师的线上授课传播心理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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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会影响实际效果，线上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

如何开展能够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是值得去探讨的。现在高校学生基本上是“00”后，他们的性格特征、

思想都与以往学生不一样，所以在心理课堂线上教学中，教师根据以往的教材进行讲解，“00”后学生

对课程内容不感兴趣，教育形式陈旧，缺乏理论知识的创新，因此大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接受程度不高，

影响大学生学习的效果。所以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下，结合当下的情况找到适合学生的比较创新的教学方

式，让学生在新的教学模式下增强心理健康素质。 

3. 基于“三全育人”体系完善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心理育人体制 

(一) 全员并行式心理育人 
在重大突发事件下，高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心理健康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而且是学校

所有教书育人教师的工作，需要在整个高校进行全员心理育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与学生数量不匹配，

严重缺乏教师，为了做好心理育人，应调动全校教职员工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高校应组织好专职和兼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形成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素质良好的心理育人师资队伍。 
辅导员工作的九大职责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育人工作中辅导员的角色也很重要。学校可调动非

心理学专业的辅导员积极参加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使得辅导员能够学习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以及心理咨

询技巧，扩大学生心理援助的师资力量。辅导员通过心理咨询的系统培训，在日常工作中时刻关注学生

的心理动态。特别是疫情等重大事件中，线上的心理辅导非常重要，辅导员对于学生来说是最熟悉的做

信任的，所以在特殊时期辅导员要重点关注学生心理状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从社会支持系统的另一个方面——父母的支持来说，心理育人缺乏家校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对于特

殊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家校合作能够更大程度上帮助学生，可实行“1 + 2 + N”的模式，1 个学生，2
是指学校和家庭，N 是指合作模式的各种具体做法，开展家长“微课堂”课程，让父母参与心理育人的

队伍中。搭建特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平台，可以传承创新现有特殊学生心理健康模式，让学生

家庭参与到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工作中来，真正实现“家校合作”。同时提高工作室成员整体专业

素质，逐步形成心理健康教育“三全育人”。以线上、线下双模式，结合家庭教育课程、第二课堂实践

活动、个体或团体心理辅导等多措并举，实现学校–家庭–学生良性互动协同运作。建立家长“微课堂”，

有利于家长对特殊学生的教育方法的掌握，有利于家长与学生的交流更顺畅，促进家校合作。辅导员定

期进行云端家访、云端家长会、云端家庭沙龙等，让家长能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指导家长更新对学生

的理解，更新教育理念，优化家庭教育，这样能够提高特殊学生的心理育人工作的效果。开设家庭教育

类公共选修课，如家庭治疗、如何成为专业父母、如何与原生家庭和解等，所有大学生均可自行选修。

组织特殊学生参加关于心理的“第二课堂”，学生在活动中增强心理素质。 
另外，除了教师、家长、社会参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其实朋辈辅导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

也很大[6]。朋辈心理辅导可以显著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7]。朋辈能够更加理解问题学生的处境，这

样会有利于他们进行交流，达到经验分享，更快有效地解决问题。高校可以组建一支朋辈辅导的学生队

伍，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培训，之后可以开展问题学生的朋辈辅导。这样也会相对缓冲专职教师数量不足

导致问题学生得不到及时解决的处境。 
(二) 全过程层级制心理育人 
重大突发事件下，在“三全育人”理念视角下，高校心理育人需要进行层级制的心理健康教育，高

度重视每个年级学生的成长过程的特征，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坚持个体差异性的特点，科学制

定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区分不同阶段、不同层次，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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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制。“全程育人”的优势在于预防性和及时性，针对不同的年级制定不同的心理育人方案，对于大

一新生及时进行新生心理问卷调查，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在进入大学生活伊始及时发现心理问题，

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生活和学习，减少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背景

下，突出这个背景下学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心理育人的侧重点，疫情影响个体出行的自由，疫情影响毕业

生的就业，高校需要制定危机应急管理策略，有目的地记录分析学生心理问题的因缘起合，有效应对心

理突发问题，逐步缩小并消除大学生心理承载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加强，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发生，焦虑和抑郁程度显著提高，

负性情绪显著升高[8]，再加上研究生的科研压力越来越大。最近几年研究生因压力大导致自杀的事件也

越来越多。研究生科研、人际关系、就业等压力直线上升，较为成熟的心智促使研究生心理活动更加复

杂、矛盾，对集体的依赖感、归属感降低，更关注自身的成长，发展性问题其实更容易从自身找原因去

解释生活、学习中的问题。因此，高校应制定层级制的心理健康危机干预方案，建立“学生–宿舍–班

级–学院–学校”多层级的心理危机预警、干预与转介、监督监控、追踪回访等体系。根据不同年级的

心理成长特征，科学有效进行全过程的心理育人工作。 
(三) 全方位多角度心理育人 
研究表明面对突发事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显著的优势，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网络思想引

领[9]。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下，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由

于不能返校在需要得到心理援助的时候没有合适的渠道寻求帮助。所以高校需建立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

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小组，安排专业的心理健康教师心理援助小组，24 小时在线咨询。高校需要多角度

全方位将心理健康知识渗透给学生，让学生能够做好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应激反应。在学生未返校期间高

校可搭建心理健康教育的“微社区”、“微课堂”、“微学习”，这种微形势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找到

解决问题的一些新思路。在学生返校之后，开展心理健康“第二课堂”，丰富学生的课余活动，在活动

中去增强心理素质。其次高校开设心理相关的选修课，让学生能够补给更多的知识。目前各大高校都在

进行课程思政，将心理微课程融入到思政课程里，交叉学科，有利于教育更渗透，为进一步做好全方位

育人工作提供有效支持。学校开展心理素质拓展基地活动，主要锻炼学生的抗压能力、情绪调节能力，

素质拓展师带领学生参与一些项目，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培养学生阳光、积极的心态，增强学生的耐挫力。

通过全方位渗透心理健康知识，培养大学生拥有正向积极应对心理问题的态度，提高大学生情绪管理及

心理调适能力，从而达到大学生心理自助的目的，培育学生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在开展众

多的心理育人工作后，还需要建立心理育人的反馈机制。在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下，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是否得到有效提高，需要从多方面去考评。重点考察学生的抗压能力、情绪缓解能力、认知水平，建

立健全疫情等重大事件下的心理育人工作机制，使得在重大事件发生下的高校心理育人工作规范化、系

统化。 

4. 结语 

通过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心理育人模式，更高效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重大

突发事件下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提高学生心理素质，牢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而且可以更好地挖掘

学生潜在优势、培养学生积极心态、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倡导学生健康生活，在实践中形成有效的心理

健康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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