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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大疫情的严峻情势下，全国人民都面临一场大考，这场大考对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心理调整、

未来就业认知、理想信念坚守和责任使命感培育等影响重大。在后疫情时期为开展大学生成长成才教育

提供了教育素材和教育契机，利用这一事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以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心理素质；开展就
业规划培训教育以提前规划，提升就业综合能力；开展爱国教育以培养爱国情怀和坚定理想信念；开展

奉献教育以增强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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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the major epidemic, the whole nation is facing a big test,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future employment perception, ideal and faith ad-
herence and cultiv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in the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growth 
and succes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it provides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opportunitie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for the growth and suc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We make use of this event to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o reliev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nd improve psychological to 
carry out employment planning training education to plan ahead and improv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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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ability; to carry out patriotic education to cultivate patriotic feelings and firm ideal 
beliefs; to carry out dedication education, to enh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alize self-worth, and 
help college students grow and become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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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是见证者、经历者、参与者，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战“疫”无疑

是成长成才中的“修炼场”。这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情绪波动大，社会责任感缺失，理想信

念不坚定，只说不做的现象比较普遍，执行能力差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发展，需要

将此次教育贯穿大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为大学生的实际实践行为。青年大

学生要奋勇前进，不懈努力，贡献一份青年力量以击败病毒、战胜疫情，并促进自身的长足发展。 

2. 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成长成才产生的影响 

2.1. 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影响 

“灾难性事件会导致人们出现许多心理上的问题，如恐慌、焦虑、脆弱、头痛、疲劳、盲目性、从

众等。即使在灾难性事件过去以后，仍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心理后遗症。”[1]对于许多 95 后或 00 后来讲，

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直面疫情，难免会有些担心和恐惧。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大学生的负

性情绪及影响因素分析》[2]一文的调查研究表明，405 名调查研究对象中有近半数的学生有焦虑、紧张、

压力等负性影响，这主要与长时间手机娱乐和严重的疫情形势有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主要是认

知、情绪与行为三个方面。 
大学生的认知。在疫情期间，由于部分大学生社会经验薄弱、独立分辨能力差、判断处事能力不成

熟，他们往往会产生认知偏差或者是认知失调的状况。另外，当疫情的信息太多而找不到重点时，他们

会产生无力感和厌烦情绪；当关注的信息太少时，认知偏差和认知冲突便会滋生。 
大学生的精神高度紧张，情绪波动加剧。由于疫情的突然和扩散的迅速，大学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他们的情绪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波动。在各种疫情信息轰炸中，他们就越发容易紧张、恐惧、担忧，甚至

是抑郁和愤怒。 
大学生面对突发疫情的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突发事件防治知识水平的

提高会使态度向正向改变，减少消极行为的发生。在疫情的发轫期，由于防范控制的知识了解较少，大

学生会选择逃避或忽视；在疫情发生的中后期，大学生的行为开始产生转变，对防疫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越让他们面对疫情的心态也越来越平稳，盲目悲观的行为被科学规范的行为取代。 

2.2. 对大学生未来就业需求认知的影响 

高校毕业人数达新高，就业形势严峻。现有全国高校学生约四千万，他们是即将踏入社会的建设者。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526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冬梅 
 

 

DOI: 10.12677/ass.2022.115261 1908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年毕业生人数达到了 909 万，比去年增长了 35 万，2022 年将达到 1076 万人，首次突破千万，较去

年增长了 167 万。“新冠肺炎疫情给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不仅是功

能上的，也是结构性的，不仅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3]这场疫情对实体业和线下服务业的打击

很大，大量企业破产关门，意味着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压力空前加倍。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变化不会太大，疫情使部分企业受到影响，也给部分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中，对于工作场地没

有严格限制的互联网职业者的影响较小。在疫情长期化的态势下，很多毕业生可能会选择互联网平台就

业和创业。新冠疫情转换了大学生就业规划和选择的视角，使他们对就业形势和就业目标有了更清醒的

认知。 

2.3. 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影响  

媒体报道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任何事情都可以相互转化，新冠疫情这场灾难是负面

消极的，但是通过媒体负责任的报道会产生巨大的正面积极的影响力。疫情面前，广大新闻工作者不顾

个人安危，迅速集结，用笔和镜头记录下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引导人民群众

正确理性看待疫情。 
一线抗“疫”的英雄们给当代大学生树立了榜样。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医疗卫生、解放军、公安

民警、各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建筑工人、志愿者等，“舍小家为大家”，

明知艰难危险，还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任劳任怨，不顾一切守护大家的安危。榜样用实际行动将正

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更加深入浸透在了大学生的心中。 
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攻坚克难，迎接挑战的巨大的精神源泉和支柱。虽然部分大学生受到“西方优越

感”的渗透，导致理想信念不坚定，丧失精神上的“钙”，但是疫情爆发之后，在党的统筹领导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疫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一方面消解了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和影响，增强

了对疫情防控的信心，另一方面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信念。 

2.4. 对大学生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影响 

新时期的大学生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责任和

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4]，表达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人成长与发展的特别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

视对大学生社会责任的培育，提出了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期新人的新时期教育目标。习近平提出，

“大学生不仅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要对他人和更多的人负责，进而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负责，做一

个社会责任感强的人。”[5]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现实的人，自始至终有规定，有使命，有任务，不管

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这些都是基于你的需求和社会存在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的角度立足

于社会存在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阐述了现实的个人在实践活动中承担的使命责任。在家国一体的社会

责任思想的熏陶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有一定的责任担当的大情怀。 
从大学生在疫情防控中的各种表现来看，均受到自身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部分大学生担任起了疫情信息的筛选者宣传者，为家人朋友宣传正确的疫情信息，做好了有效的防控；

有些还自愿参加到抗击疫情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责任思想。但是也有大学生不遵守疫情防控的规定，不戴口罩、

不扫场所码、不做或找人代做核酸、封控期间翻越栅栏外出等，社会责任感缺失。疫情当前，面对国家

灾难，每个大学生都需要增强和体现家国观念、公民意识、青年责任，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

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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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疫情时期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启示 

3.1.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缓解心理压力，消除恐慌心理，提高心理素质 

心理健康教育属于人的情感需求，通过对大学生的关心和照顾，疏散心中的压力与恐惧。心理教育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学生心理产生广泛消极影响的具体问题，打破常规心理咨询的泛化空洞、仅面向个

体的局限。针对大学生目标群体进行心理引导，科学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的具体问题，

正确对待疫情产生的心理恐慌，化解心理障碍与矛盾，进一步锻造大学生优良的心理素质，改进思维方

式和思想方法。加强心理卫生教育，培养积极乐观心态，提高大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调适能力，锻炼心

理韧性以提高心理素质。心理韧性是人们面对突然性事件、不利条件的积极主动适应，心理韧性的状态

会影响人们面对压力的态度。 
首先，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学生的心理卫生健康工作。主要是借助校园广播、校园网宣传展板、专题

讲座等形式，让学生从了解相关疾病的防范知识到树立一个完整的疾病观。当面对突发事件时，能灵活

运用所学的心理卫生健康的理论知识到实际情况中，以科学的态度解决遇到的问题。其次，有针对性地

对学生进行心理引导。学校要通过关注学生常用的网络平台关注学生的思想动向，了解学生具体的心理

状况，及时进行心理辅导，疏导他们的负面情绪并让他们学会如何积极乐观地面对突发事件。最后，传

授大学生心理调适的方式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应当更加注重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培养

大学生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的冷静从容的心态，管理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并在突发事件中去积极正确地

克服困难和挑战。 

3.2. 开展就业规划培训教育：提前规划，提升就业综合能力 

受疫情的影响，大学生面临着如何提高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又面临如何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和

工作岗位选择等一系列人生课题。大学生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以后的路怎么走、如何走，这些

都是大学生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首先，学校积极引导大学生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在疫情中，提前规划会使大学生们有明确的学习目

标和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并激发他们主动学习课堂以外的知识，从多方面提升自身的就业能力，否则

就会出现按部就班完成任务式学习的问题。其次，引导学生及时主动关注就业形势，调整就业心态和目

标。由于疫情反复和经济形势波动不定，各种就业信息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随时关注就业信息

发布和取消，积极做好下一步计划和心态调整的准备，而不是消极等待。再次，引导学生依靠网络平台，

获得最新的知识、信息、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善于运用网络思维和平台思维，积极主动地提升新媒体

技术的应用能力，为就业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后，学校要扎实开展线上就业实训，锻炼学生线上求

职面试的综合能力，做好学生线上就业的暖心服务，助力学生在疫情期间能顺利就业。 

3.3.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 

灾难面前，爱国主义教育作用不言而喻。大学要利用好学校官网、微信、微博等平台创新宣传渠道

和方式方法，探索应对突发事件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内容，让爱国主义教育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和

生活。 
引导大学生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起来。疫情不会击垮强大的中国，因为我们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凝聚全方位的力量。无论在和平静好的时期还是灾难来临

的日子里，我们的政府都时刻心怀人民，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力图尽快把

威胁人民健康的病毒去除掉。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大局稳定、重点防控、源头管控、收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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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障供应、科研攻关，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凝聚起来，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这场战斗和洗礼中

所展现出的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

性和显著优势。今日中国的速度和力量就在于中国的制度和中国的治理，这都将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情

怀，也更加树立起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加深对祖国的认同。在此次疫情中，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

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才会更加明确，才会有抗击病毒的勇气和信心。 
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爱国是大学生最大的责任，因此大学生必须要自觉接受学校和社会的教育。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才会主动把自身的学习进步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繁荣昌盛中去，承担起自身成才、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责任和使命，成长为家国情怀深厚的当代有为青年大学生。 

3.4. 开展奉献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 

奉献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层次，是渴望通过教育实现人生理想，获得社会认可与自我实现的最终需求。

奉献教育既是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社会认同感的渗透，也是服务社会、实现自我的行为方式的教育；奉

献教育不但包含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倡导奉献精神，而且引导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志愿者、

社区服务的方式，用实际行动反哺社会，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只有心怀国家，心怀人民，奉献自

我，大学生才能深深体会到被社会认同的感觉，真正懂得社会责任感，在奉献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与快

乐，并最终将获得社会尊重的需求内化为自我实现的需求，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共同发展。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实践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历练场”。要充分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中来，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支持他们发挥专业优势来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鼓舞大学生在

宣传一线，及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在自己的所在地担任起社区防疫的保卫责任，做政策宣传和疫情防

控知识普及的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们通过亲身经历以加深对奉献意义的认识。要引导他们积极对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进行总结反思，包括人际交流沟通方面和抗压解压方面等，为他们今后投身工作事业中奠

定良好的基础。 
志愿者服务工作是大学生的一项必修课，是学校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生们通

过志愿服务，把自己与社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帮助了更多的人，获得了赞美和快乐，不仅预防了自己

的心理疾病，也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因此，必须要将志愿精神根植于大学生的心里，成为促进青年大学

生成长成才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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