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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商教育是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下，情商教育长期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大学生的情商表现总体不容乐观，在人际交往能、情绪控制、挫折承受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和

问题，学校教育、家庭因素和大学生个人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加强大学生情商教育，提高

其情商水平，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大学生、研究生辅导员等主体的优势，促进当代大学生情商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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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EQ education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EQ perform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generally 
not optimistic, and there are still defects and problem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emotional control, frustration tolerance and other aspects. School education, family factors and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evel,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graduate counselor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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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s, pee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other subjects,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peer 
education as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mo-
tional intelligenc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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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报告指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要情商和智商协同发展。虽然徐远理、郭德俊、

张进辅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情商，人们已经认识到情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大学生

情商培养的具体途径比较的单一，因而，朋辈教育引导大学生情商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父母只重视孩子的考试成绩，并把它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种

只重视智商发展而忽视情商发展的教育方式与我们现代化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我们要重视大学

生情商的教育。 

2. 朋辈教育的特点 

《汉语大词典》中对“朋辈”的解释为：“同辈的友人；志同道合的友人”，“朋辈教育”是一种

推进大学生伙伴“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教育方式”(何新生，张涛，2012),“朋辈教育”是

“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的一种教育理念”(佘勉吾，丁育诗，2020)。“朋辈教育”是发生于同辈群体中的

影响行为，并“将朋辈间的这种影响行为称之为朋辈影响力(陈圣军，路丙辉，2021)。朋辈教育是高校在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种作用非常大的辅助形式，与传统单向的教育模式不同，更容易被同龄人

所接受，在思想教育上的作用更大，意义更加积极,效果也更加显著(王明照，2023)。由此可见，朋辈教

育是指年龄相近或者相仿、成长背景相似、有共同语言的人中分享信息、知识、技能的一种隐性教育行

为，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其具有教学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教学内容的易接受性、教育方式

的多样性的特点。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能够使大学生在愉悦、舒适、兴奋等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

地接受朋辈群体的暗示、熏陶和感召，继而激起大学生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实现认知纠正、道德觉醒、

行为匡正的德育功能(陈圣军，金琳，2023a)。 

2.1. 教学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传统教育方式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自学为辅，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忽视了学生自主能动性，不符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尊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刘爱香，2013)，一切以学生

为本、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的教育，更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

要和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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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内容的易接受性 

由于朋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往往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和人生经历，他

们会通过结合自身经历，对大学生最关心如何平衡学习、科研、生活和社会服务等问题，分享个人经验，

相比于老师的谆谆教诲，这种结合自身案例的现身说法，在大学生中更易于接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

时效性。 

2.3. 教育方式的多样性 

因为朋辈教育的主体和客体的不确定性，教育方式也具有广泛性。有别于传统固定的教室教学方式，

教学场所单一，教育场地受限，朋辈教育可以通过朋辈沙龙、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团体辅导、社团论

坛交流活动、优秀榜样示范等方式进行教育，老师和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展教学活动，多样的教学方

式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率。 

3. 当前大学生情商发展的现状及成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在巨大经济和社会压力之下，大学生情商发展在人际交往、情绪控制、

挫折承受等方面出现了问题。 

3.1. 当前大学生情商发展的现状 

首先，人际交往能力弱。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可以了解整个

社会的动态，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现在大学生更是使用各种社交软件的主体，

相比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感交流活动，他们更喜欢网络上社交，这会出现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的问

题。 

其次，情绪控制能力差。当代大学生课堂上与同学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案例屡见不鲜，对于自己的

情绪管理的不够，一直是情绪的奴隶，总是放纵自己的情绪，而且很容易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甚至让自己

后悔的事情。遇事易慌也是情绪控制力差的主要表现之一。例如，一些内向的大学生，不敢在公众面前

讲话，即使公开讲话，也会出现语无伦次、战战兢兢的现象。 

最后，挫折承受能力不强。当代大学生主体多为“90”“00”后，他们一般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的

成员一般也都是以孩子为中心，正是在这种温室的环境的成长下，使得大学生的抗压能力不强，一旦失

去了家庭的保护伞，走向另一个复杂的生存环境，他们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其中大量的课程和家庭作业

加上父母的期望是大学生压力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他们不善于情绪自我识别、调节、控制的体现。 

3.2. 当代大学生情商培养问题的成因 

从“情商”这一概念引入后，教育界和学生自身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情商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部分得到不断关注，大学生的情商水平持续提高，但是还会出现种种问题，究竟这些问题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本研究进行了归因分析，将其原因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学校重视不足，情商教育体系尚未形成。美国心理学家贺林沃思把青年期的意义称为“心理上的断

乳”。青年大学生正处于心理上的第二次“断乳期”，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心理的断乳期会造成青

年的短暂的不安,产生情感和情绪上的激动与混乱,但这是脱离对父母依赖的开始,是心理上独立成人必

需经历的阶段(时蓉华，1988)。目前我国很少有高校针对大学生的情商教育开展相应的课程，大学生的情

商教育未得到培养。并且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更加注重于学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加强调

学生科研成果、学习成绩的取得，加上家长对学生高的期望值，学生自己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也会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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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自己对于情绪的调控，导火索出现，学生的情绪就会爆发出来。一旦遭遇挫折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落

差，以至于部分学生走向极端。 

父母沟通不足，家庭教育缺失。总书记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讲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

样的人。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对于个体而言家庭教育是最早且影响最

深远的教育形式(陈圣军，金琳，2023b)。而随着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发展，父母承担着生活上和职业上的

压力，在职场上要与新人竞争，业务业绩上、人际交往上的压力使得他们身心疲惫，下班后也无暇顾及

孩子，很少有时间和孩子展开深入的情感上交流，如果聊天也只是涉及学习成绩方面的内容，孩子在校

的不满和委屈及人际关系得不到倾述，长此以往，使得孩子不愿再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烦恼，产生各种心

理问题，心理承担能力差，一旦遇到挫折，就会选择逃避，甚至结束生命来回避现实。 

自我调节能力差，角色转换不成功。虽然影响大学生情商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自我的

内在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大学生是人生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在大学期间，遇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和老

师，交际的对象、内容更加复杂化，这对于许多大一的新生是一个新的挑战。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角色，

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去适应新的生活，还是一直停留在高中时的状态，这就会使他们的人际交往出现

问题，继而影响生活和学习。 

4. 当代大学生情商培育的对策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

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因此，要发挥好朋辈教育作

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 

4.1. 发挥研究生辅导员的导向型作用，缓解大学生的压力 

研究生辅导员是对大学生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生辅导员与大学生有相似的的教育背景、成长生活

经历，与老师们相比，他们与大学生的年龄相差较小，之间的代沟差距较小，研究生辅导员以同龄人的

身份来分享自身大学期间的经验，更易于接受(周玉洁，2023)。研究生导员通过座谈会、每周的班会等形

式深入了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课程作业、人际交往中的压力，帮助学生分析压力源，提高抗压能力。

例如：A 高校打造朋辈辅导员辅学互助平台，开展“学业加油站”互助活动，对于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业

需求和困惑，设置了学业互助、能力培优、励学成长三个互助板块，通过发挥朋辈辅导员的示范引领作

用，引导学生爱学、想学、会学，促进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缓解大学生的学业压力。 

4.2. 开展社团论坛交流活动，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刚刚入学的大学生期望通过“老乡会”、“社团活动”等形式来加强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并迅速建

立起自己的社交圈。2022 年 9 月中旬，B 学院朋辈社团通过经验分享会、专题讲座、主题分享等形式，

围绕新生适应及大学规划、科研竞赛、考研保研、实习就业等主题，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经验，引导

同学们在学习、科研、实践等方面不断完善自我、追求卓越。通过定期举办社团、论坛交流活动，大学

生可以分享自己生活和学习上的困惑，交流学习经验，倾诉自己的苦恼，可以更快地融入大学生活，使

同学之间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建立良好的社交圈子，提前积累好人脉资源。 

4.3. 加强朋辈大学生心理辅导，增强大学生的情绪控制力 

组建一支专业的朋辈大学生心理辅导队伍，在学校定期开展一对一的心理咨询、辅导活动。在开学

时对大学生进行心理测试，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筛选出不能合理控制情绪、脾气暴躁、易怒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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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团体辅导，分享控制情绪的方法，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做自己情绪地主人，管理好自

己的情绪。通过走访调研，目前高校各个学院班级均设立一名或者多名心理委员，由他们向身边的同学

宣传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为有心理困难的同学提供帮助，收集并向学院反馈同学异常的心理状况，促

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培养理性、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 

5. 结语 

在大学时期，情商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情绪管理、心理健康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

究生辅导员、社团论坛交流、朋辈大学生心理辅导等活动，可以促进大学生的情商的发展，因此，情商

对大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大学生暴露的情商问题，朋辈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还是

需要家庭、学校及学生齐心协力，促进大学生情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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