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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思想文化激荡的当代，各类校园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高校安全和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高校辅导

员作为与大学生接触最多、也最能对大学生思想、行为产生影响的群体，在高校学生突发事件的预防和

处理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从高校辅导员视角出发，通过探讨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

处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实有效提升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策略，以期进一步维护高校

安全稳定，为高校辅导员处理突发事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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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agitation, all kinds of campus emergencie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has caused a certain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College counselors, as the group with the most contact with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ost 
influence on college student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play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
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mergenc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counselors, through discus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in problems 
of college counselors’ emergency handling,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rategies of college counselors’ 
emergency handling ability, in order to further maintai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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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and enlightenment for college counselors’ emergency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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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认为，新时代高等院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

的重要职责。然而，近年来高校各类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对校园的安全稳定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

不可避免的危害，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当代大学生个性鲜明、思

维跳跃、责任担当和社会经验欠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在成型中，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其二，信息化时代，各类信息充斥着学生们的眼球，信息获取十分便捷，大学生是非判断能力弱，易被

煽动[1]。其三，新时期大学生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也使得高校突发事件类型形式多样，高校大学生发生

突发事件概率较高。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国务院 2017 年第 43 号)中明确指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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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规定辅导员的九大主要工作职责，其中第七条便是“校园危机事件应对”的相关内容。因此，高校辅

导员作为校园里与大学生相处最多、最为亲近的群体，也是对学生情况最熟知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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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由于多方面因素，高校辅导员在突发事件处

理能力上存在参差不齐、能力不足等问题，而有关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研究的文献资料也十分

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校园持续稳定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序推进[2]。因此，本文着力

探寻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为高校辅导员有效预防突发事件发生、有效处理突发事

件并把危害降至最小提供可行的借鉴方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概念定义 

2.1. 高校突发事件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在学校正常教学活动过程中，短期内因一些不可控因素突然发生的，不以学校工

作人员意志为转移，且会对校园内学生身心健康、生活秩序以及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产生一定危害和冲击

的事件[3]。如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校园暴力、宿舍矛盾、心理异常等发生的极端事件、宿舍火灾等。

根据产生突发事件的诱发因素可分为政治类、治安类、事故类、自然灾害、心理问题等。 

2.2. 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常将事件发生划为前中后三阶段，在各阶段对于能力类型的需求存在差异。作

为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责任人，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包括在事件发生前的预防能力，发生时的应对

执行能力以及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善后恢复能力总和，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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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各大高校各类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高校因疫情防控产

生的突发事件屡上热搜，也让高校突发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更多关注，高校辅导员身处高校学生工作第一

线，各种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因此，高校在思想上对高校突发事件的预防、应对处理引起了高度重视，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高校辅导员的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还存在些许不足，亟待提高。总体来说，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3.1. 高校辅导员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不够 

高校辅导员队伍近些年才开始专兼结合，以专为主。李凤蕾(2020)指出以往辅导员大多为兼职，流动

性大，一般都聚焦于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对于一些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家庭情况把握不到位，对于一些

心理异常的学生关注不到位，容易因疏忽造成一些原本可避免的突发事件的发生[4]。辅导员工作性质、

工作内容和特点均不同于其他职业，有其特殊性。以往对于辅导员的工作界定存在一定问题，使得一些

高校辅导员对突发事件思想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从辅导员带班人数上看，大多数超过 200，辅导

员时间经历有限，日常需忙于各类常规性和事务性工作，有时还需完成领导及其他职能部门交代的任务。

因此，当辅导员被不断涌来的工作袭击时，下意识的去处理当前的工作任务，忽视小概率发生的突发事

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抱着被动应对方式即发生一起处理一起，没有进行源头分析和思考，也缺乏事

后反思。也有部分辅导员经历不足，未充分意识到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也对自身在突发事件

处理中发挥的作用尚不明晰。思想上的不重视、掉以轻心会导致行动的丧失，这也是高校辅导员突发事

件处理能力不足的重要方面。 

3.2. 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预防能力有待提升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常受困于一些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难于脱身去倾听 200 多名学生们的所思

所想，平时接触较多的为班干部和经常违纪学生，对于处在中间位置的学生了解较少，没能很好的做到

对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绪情感都了如指掌[5]。对于一些新手辅导员，会按自己主观判断来解决问题，

易忽视与学生交流中显现出来的潜在问题，有许多常见的情绪或宿舍矛盾事件，背后可能有着更深的渊

源，如未及时解决或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除了对于学生动态把控不到位这一不足外，许多

辅导员还缺乏对于突发事件预防工作的重视。许多辅导员会参加各类培训来进行自我提升，但培训内容

大多局限于班级管理和工作效率提升方面，对于突发事件相关知识的学习掌握较少。有一些辅导员甚至

未了解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缺乏对于高校突发事件一般规律的思考探究，也未对已发生的突发事

件案例进行研习从而获取防控经验。也有部分辅导员忽略对学生的突发事件应对教育，致使很多大学生

突发事件应对知识和方法匮乏，当突发事件真正发生时手足无措，无法有序有效处理，可能会让突发事

件蔓延和恶化。 

3.3. 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现场处置能力不足 

当高校突发事件毫无预兆的发生后，对于事发现场的处置应对能力尤为关键，这也可以作为检验辅

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纵观目前辅导员队伍，大多为教育类、思政类专业，虽然经常

开展安全教育主题班会，但是辅导员自身对于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掌握较少，平时工作培训也较少涉及

这方面。这使得在一些学生突然晕倒或受伤严重时，难以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只能等待救护车的到

来。纵观近些年的一些高校突发事件，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辅导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场把控能力不

足，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丧失控制事态发展和恶化的最佳时机[3]。多数辅导员都是刚毕业的年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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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阅历有限，未自己一人面对突发事件。加之事出突然，平时未处理过类似事件，情绪紧张，心

理承受能力较弱。并且有些辅导员本身晕血，胆小怕受惊吓。也有些辅导员遇事慌张，不够冷静。这些

情况都使得辅导员无法有效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处理，不但在事故中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给事件造

成更大的悲伤或影响。突发事件相对来说发生概率较低，对于新手辅导员来说，突发事件现场处置能力

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3.4. 高校辅导员善后恢复能力不足 

当高校突发事件得到基本处理后，很多辅导员会理所当然认为突发事件的影响也随之结束了，便没

有考虑到突发事件过后需要做的一些善后事宜。如，一些突发事件的当事人和其他受影响学生群体需要

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安抚，由于专业条件的限制，许多辅导员缺乏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认识，也未掌握

一些处理心理创伤的常用谈话和行为技巧，因而许多辅导员未能及时做到对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群体的

心理重建工作，使这些群体仍陷入在一些不良情绪中，易引发二次突发事件的发生[6]。此外，在新媒体

的工作环境中，辅导员对于网络产生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对网络舆情的表现形式、发展趋势、引导教

育等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因此一些辅导员未能及时把控好突发事件发生后的舆论导向，致使网络上谣

言四起，众说纷纭，不仅会对学校声誉产生影响，还会加剧突发事件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造成的进一步

冲击。此外，一些辅导员也未对刚刚发生的、鲜活的突发事件做进一步的评估、总结、反思，错过了总

结经验教训和对所带学生进行突发事件和安全教育的最佳契机。 

4. 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提升策略 

4.1. 加强对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培训 

目前对于辅导员的培训多集中在专项工作能力提升方面，对于突发事件处理能力较少涉及。然而有

一些能力的培养除依靠自身努力外，也需进行专门培训。对于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培训应该大致

涵盖知识、心理、技能这三个方面。在知识方面，首先可以采取讲授法，传授相关知识。如讲授高校突

发事件的内涵、特点、危害、类型、阶段、诱因等基础知识，介绍一些高校突发事件预防、处置和善后

恢复有效措施。此外，可进行危机理论与处置突发事件中会用到的法律法规讲解。最后还可采取讲座或

沙龙形式进行各个高校间的应急预案分享交流。在心理培训上，主要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紧张

焦虑心理缓解的训练，可以以团体辅导的形式开展，舒缓辅导员的一些焦虑情绪，做好高校突发事件发

生的心理准备，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可开展心理危机筛查和干预技能等的培训，增强对突发事件

的预警能力。在技能方面，可以通过突发事件情境模拟、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辅导员突发事件应对技能

培训。也可通过总结分析大学生在校期间容易发生的意外事件，邀请校医院或护理专业的老师，对辅导

员进行集中培训和实际演练，学习如何包扎、止血、骨折固定、搬运伤员等基础知识，掌握心肺复苏术

和海氏急救法，争取黄金抢救时间，以防遇到突发事件而手忙脚乱。 

4.2. 提升辅导员突发事件教育能力 

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教育能力即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与突发事件相关内容教育的能力，以提高大学

生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应对水平。辅导员应把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危机教育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

地位，通过多种形式、结合鲜活事例。黄艳(2021)提出要经常性地对大学生进行防火、防诈骗、防盗、防

抢、防交通事故、防拐卖等教育，防止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发生[7]。目前许多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与学生

法律意识淡薄有关，这就要求辅导员要加强对大学生法律法规教育，可以通过开设专题讲座、聘请法律

专家到校交流、组织观看法制教育纪录片等多种方式开展法律法规教育。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动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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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激荡，大学生在网络上可以迅速了解国内外热点问题，若存在理解不当，受到外界势力煽动，易引

发突发事件，辅导员应加强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国内外局势，理解国家处理有关

问题的立场、方法和困难，消除偏激想法。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出现生命意义感低，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缺

乏必要尊重，漠视生命状况严重，辅导员应对大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让其充分认识到生命的唯一性和

不可再生性，认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的生命责任。最后，辅导员应加强大学生对于突发事件的技能训练，

可以邀请消防员亲自指导灭火器的使用，邀请专家指导火灾或地震逃生演练，邀请医护人员讲解自救互

救常识。 

4.3. 建立辅导员突发事件预警机制 

对于辅导员来说，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至关重要。作为高校学生工作者要树立危机意识，居安思危，

加强自身责任感，要充分意识到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和破坏性。首先应建立班级预警机制及应急处理小组，

化解矛盾冲突，从而更好地维护校园稳定。这就需要发挥学生干部和舍长的作用，他们经常与学生共同

生活和学习，了解的信息比较准确和及时，要求其定期汇报班级同学近期情况，便于及时了解掌握班级

学生状况。辅导员需经常深入学生，才能掌握更多学生动态。辅导员应经常走到学生中去，倾听心声，

了解想法，掌握思想动态，根据走访、交谈得到的消息，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帮扶、解决困惑、

消除隐患。此外辅导员应深入课堂，与任课老师积极交流，了解学生们的学习状态，还应深入宿舍，与

宿管人员交流，了解学生生活状态；还应深入食堂和学生活动场所，全面了解学生动态。辅导员还要有

职业敏感性，有的学生平时大大咧咧、外向活泼，突然变得沉默少语，这时应积极关注学生是否家有变

故，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辅导员还应经常关注学生的朋友圈和 QQ 空间动态，很多学生的异常

表现最初是从在网络上的吐槽开始的，辅导员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渠道，获得学生的在校生活和学习

状态，特别是情绪波动和行为异常的信息表现。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辅导员要成为第一个知情人员。 

4.4. 积极关注心理健康教育 

作为辅导员，首先应加强早期筛查预警，根据所带学生专业、人数等特点，按照“一生一档”的原

则，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动态档案，做好后期心理危机预警名单统计和汇报工作，确保及时发现、及时干

预。其次应完善班级的心理帮扶工作机制，针对心理问题学生，一方面加强与家长的联系、沟通，另一

方面，李凤蕾(2022)提出建立三级网格化帮扶机制，辅导员和班主任为一级帮扶人，班团和心理委员为二

级帮扶人，宿舍“心理护航员”为三级帮扶，层层落实好心理帮扶责任，将异样情况及时的报送，防患

于未然，确保对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学生实行个性化帮扶。此外，还应定时更新学生心理档案库，根据

每年春季、秋季心理普测结果，结合学生平时表现，善于发现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并持续跟踪帮助，同

时，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坚持“记录必更新”。最后，辅导员还应

积极学习心理咨询方面的相关知识，正确认识一般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的区别，学会倾听了解学生的诉

求，运用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巧来帮助学生，从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减少突发事件发生的

概率。同时辅导员还应学习自我放松、听音乐、深呼吸、情绪转移法等技巧，多种方式宣泄自己的工作

压力和不良情绪，不要将自己的不良情绪带到工作中，进而影响了学生。 

4.5. 强化应对处理能力和善后恢复能力 

在日常工作中，辅导员应认真学习学校关于各项突发事件发生时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当突

发事件发生时，辅导员需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做好心理建设，冷静应对，快速观察现场，了解大致情况，

初步分析事态严重程度，并进行走向控制，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现场相关人员的安置，稳定学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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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联系其他部门予以协助。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影响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时，辅导员需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帮助走出事件阴影，消除不安心理，重新建立起良好关系，

营造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校园氛围。此外，突发事件也会对学校声誉造成一定影响，甚至在网上被一些

网民添油加醋演变成骇人听闻的阴谋论，让其他不知情的学生或外界社会人士被舆论误导，因此，辅导

员还需及时对突发事件作详细的、证据充分的汇报，由学校出具官方通报，稳定民心。辅导员还需做好

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反思总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疏忽，吸取教训，记入工作手册。辅导员在处理完突发

事件后及时召开主题班会，效果更佳。此外，辅导员应经常将发生的突发事件，警示其他同学。应将枯

燥乏味的说教与具体现实发生的案例相结合，更易引起学生的反思和共鸣。最后，辅导员应持续去关注

突发事件后续的一些事宜，对于一些潜在的隐患予以消除，尽量避免给学生内心造成心理创伤。 

5. 结语 

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早期这一心理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从一定意义上讲即为多事之秋，情绪波动大、

不稳定，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型，受外界影响大，易发生突发事件及极端事件。高校辅导员作为学校突

发事件处理的关键人物，处理是否得当关乎学生的生命、财产、人身安全，关乎学校的安全稳定。因此，

针对目前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需从加强对高校辅导员突发事件处

理能力的培训、提升辅导员突发事件教育能力、建立预警机制、积极关注心理健康教育、强化应对处理

能力和善后恢复能力这五个方面来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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