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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高校辅导员通过深度辅导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问题干预的实际经验，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分为日常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问题，探讨了深度辅导对这两类心理健康问题所能起到的日常性作用、发

现性作用、处置性作用和追踪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以深度辅导为核心干预手段的大学生心理干预机

制，以期更好发挥深度辅导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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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terven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rough in-depth counseling, divide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to daily mental problems and mental crisis problems, and discusses the daily, 
discovery, disposal and tracking effects of in-depth counseling in the intervention proces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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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ind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n this basis, the mental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depth counseling as the core intervention means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deep counseling i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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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

实施者、指导者[1]。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是高校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近年来，以谈心谈话为

主要方法、以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深度辅导[2]，在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发现与干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心理危机是指个体在遇到了突发事件或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困难，当事人自己既不能回避

又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和应激方式来解决时所出现的心理反应。深度辅导的针对性原则和真诚平等原则能

够帮助辅导员、学校更为敏锐地发现学生的心理变化，已成为大学生心理危机有效发现机制的重要环节

[3]。 
当前，“00 后”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较为突出，在理想信念养成、集体生活适应、

学习就业安排、人际关系处理、家庭变故应对、情感变化调节等方面存在许多困惑与问题。这些情绪上

的波动、心理上的困惑，属于日常心理问题的范畴，一般情况下达不到心理危机的程度，但却涉及大学

生学习和生活的全过程，有必要引起辅导员的关注，并进行适当干预。对于上述日常心理问题，深度辅

导不仅能在问题的发现、预警阶段发挥作用，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体现“以学生为本”

的育人理念，与“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1]工作要求十

分契合。  
本文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结合实践反思对大学生心理问题进行细化分类，区分日常心理问题和

心理危机，重视对日常心理问题的处置；二是探讨深度辅导在大学生日常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中所能起

到的作用。 

2. 大学生日常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 

当前研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或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界定较为模糊，往往是对于大学生在心理健康

测评中产生异常倾向，或在实际生活学习中因心理状态失衡导致突发状况、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情况的

一种笼统性概括，常用使用“心理危机”的表述。而对于心理危机的界定和分类多是从表现或成因的角

度来说，如何秀兰(2023) [4]指出当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主要类型有学业竞争受挫、人际交往不良、婚恋

关系破裂、家庭重大变故、无法摆脱现实困境、抑郁焦虑的情绪状态、不健全的人格特质、自我封闭的

作茧认知、非此即彼的认知偏差等。王元、韩萌萌(2023) [5]认为心理危机的学生可以分为有病史类、突

发事件类、生活学习类、个性特征类、重点关注类等。 
但在与学生实际接触和应对学生心理问题所引发的各类情况时，往往会发现这些心理问题在表现形

式和表现程度上有明显差异。比如笔者接触到的案例中，同样是人际交往不良所引发的问题，学生 A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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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生入学对舍友不熟悉，个人性格较为敏感，因此难以与不同性格和不同生活方式的舍友兼容，出现

了在校内失联的情况，在给辅导员发的信息中流露出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甚至透露有轻生想法。但当

辅导员和班主任紧急处理好学生突然失联的情况、与该生建立良好联系、并在心理中心帮助下对学生情

况进行评估后，发现该生虽然在心理方面有一些焦虑情绪，但不属于病理性范畴，主要是进入新的学习

生活环境产生的不适应、个人情绪管理能力和社交技巧方面较为欠缺，从而导致其情绪波动较为强烈。

随着对大学生活的逐渐适应，该生的状态逐渐趋于平稳，与舍友关系也有了极大改善。 
学生 B 与舍友的人际关系紧张也由生活作息不同步这类具体问题触发，导致其在寝室情绪阴晴不定，

甚至晚上把舍友锁在门外。在与导师关系不睦等情况叠加后，该生还由于过度焦虑引发了一系列躯体化

症状，给舍友的精神和生活都造成很大影响，在辅导员介入后协助该生进行心理评估和就医指导，确诊

为躁郁症，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和定期复诊，并通知家长进行陪伴安抚。 
上述两个案例说明，相似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危机情况，其表现的方式和所体现问题性质是不同的，

因此高校辅导员在遇到具有心理问题或心理危机倾向的学生时，不仅要观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及

时进行专业心理评估，还应根据学生在发生心理问题困扰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心理危机事件的紧

急程度来调整干预的方式和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从表现形式和紧急程度来进行分

类和分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本，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来说，对学生心理问题所导致的现象的分析越细致越有助于辅导员进行判断与干预，因此本文建议将大

学生心理问题分为日常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问题。 
日常心理问题包括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波动、心理困惑等，表现形式相对温和隐蔽，比如因学

习、恋爱、就业、人际交往受到挫折或产生困惑时，一开始学生的表现往往是相对含蓄的，比如沉默寡

言、情绪低落、多愁善感等等，试图向内进行自我消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外寻求关注和帮助，比

如通过社交媒体来倾诉心声、吐槽烦恼，消极厌学、寄情网络等，或者在遇到生活琐事困扰时将积累的

情绪发泄出来等……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性格的学生其表现形式可能各种各样，但日常心理问题的统一

性特点是漫长而持久，温和而隐蔽，如果对学生进行专业心理评估，可能会发现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抑郁

情绪，但并无病理性的抑郁症状，通过适当的干预手段可以慢慢助其恢复积极健康的心态。 
心理危机问题的表现则相对激烈，常常有一个较为具体的诱因，并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生命安全，甚

至可能导致校园安全突发事件，这类问题往往表现为学生行为异常、有明显痛苦体验甚至躯体化症状，

心理评估属于病理性的心理疾病，需进行药物治疗等。这类问题除了建立健全的学生心理危机响应和干

预机制外，仅通过学校师生和心理健康中心的帮助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需要家校联合以及专业心理健

康手段的干预。 
以往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比较重视心理危机问题的处理，但是从日常心理问题和心理危

机问题的分类角度可以看出，心理危机问题往往是较为容易辨别和发现的，而日常心理问题贯穿了学生

的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各个场合与环节，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就会产生不稳定心理因素的

积累，最终导致心理危机问题的产生，这就对辅导员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以谈心谈话为主要形式的深

度辅导，其逻辑起点就是要求辅导员从每一个学生的实际出发，为他们提供个性化、一对一的教学服务，

针对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有效深入的沟通(王民忠，2011) [6]。因此，深度辅导可以作为辅导员关注和

干预学生日常心理问题和对心理危机问题进行辅助性处置的有效手段。 

3. 深度辅导在应对大学生日常心理问题中的作用 

王民忠(2011) [6]中归纳总结了辅导员深度辅导的基本流程，包括了解辅导对象、制定辅导提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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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适当时空、开展有效谈话、进行总结归纳，并且提出了面谈法、网聊法以及体验法等深度辅导的具体

方式方法。将上述方式方法与学生的具体情况和辅导目标进行有机结合，即可发挥深度辅导的不同作用。 

3.1. 收集学生信息，建立情感链接——日常性深度辅导 

日常性深度辅导的目标在于帮助辅导员时刻把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在学生进行日常聊天或就学校日

常事务进行交流、关心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学生的相关信息，比如饮食起居情况、身体健康情况、学业

进展和学业规划情况、人际交往情况以及家庭情况等，逐渐建立判断状态变化的心理资源库，以辅导员

对学生的关注和关爱为基础，对学生的状态变化进行敏锐观察。在日常交流中注重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情

感链接，使学生对辅导员、同学、学校产生信任感、归属感，有利于学生在遇到心理困惑的时候能够第

一时间向辅导员求助。 

3.2. 筛查风险因素，甄别危机线索——发现性深度辅导 

在日常性深度辅导的良好基础上，辅导员更加容易发现学生产生情绪波动或行为异常，此时发现性

深度辅导能够对学生的情况进行聚焦和排查，通过有针对性的聊天，了解学生是否面临困难情境、是否

处于痛苦体验中、是否具有创伤经历或精神病史，通过对其他学生的走访了解该生是否有消极行为等，

综合这些心理资源，帮助辅导员进行初步判定该生属于情绪波动还是情绪异常，并且及时与学校的心理

健康中心进行沟通和评估，判断是否需要专业心理健康机构的介入，尽早发现学生的心理危机苗头。 

3.3. 安抚动荡情绪，引导积极心态——处置性深度辅导 

如经过辅导员和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的评估初步判定学生的情况属于日常心理问题，可以对该生进行

一些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如团体活动或一对一心理咨询等，与此同时辅导员也可以通过深度辅导来对

学生的日常心理问题进行引导。通过贴心的聊天、对话、活动，安抚其波动的情绪，为其厘清思路，帮

助学生走出心态低谷，重新建立起学习、生活的热情。这类以振奋精神为主要目标的深度辅导可以称为

处置性深度辅导，是对学生日常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之一。 

3.4. 辅助心理干预，追踪干预效果——追踪性深度辅导 

当辅导员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都认为学生的心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就意味着出现了学生心理危

机预警，辅导员需要密切关注学生情况，与家长沟通进一步了解，并且建议学生到专业机构进行心理评

估和干预。评估和干预结果应及时记录，以便观察学生的服药与恢复情况。此时，若学生在医生建议下

可以回到校园生活和学习，深度辅导则是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情况追踪、建立危机预警的有效方式。通过

定期与学生聊天或开展活动，观察并记录学生的心态调整和精神恢复情况，此时深度辅导虽然不能替代

专业的心理干预手段，但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干预手段，聚焦学生心理状态的变化情况。 
另一方面，对于经过了处置性深度辅导对日常心理问题进行过干预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追踪性深度

辅导来评估处置结果。若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综合辅导员老师的总结记录和心理健康中心的评估，发

现学生心理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那么则可将追踪性深度辅导转变为日常性深度辅导，开展更加轻松、活

泼的聊天与活动。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可以尝试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分为

日常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问题，深度辅导在这两类问题中可以起到日常维护、发现风险、积极处置和追踪

效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以深度辅导为主要手段的大学生心理干预机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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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ntal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in-depth 
counseling 
图 1. 以深度辅导为核心的大学生心理干预机制 

 
从图 1 可以看出，深度辅导在应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各个阶段既具有“见之于未萌”的优势，

又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因此，高校辅导员应最大程度发挥深度辅导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

理问题干预方面的作用，避免“小管涌”演变成“大塌方”，从而达到培育大学生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

塑造健全人格、增强心理素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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