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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处于心理秩序构建的关键期，他们思维活跃但稳定性不强，易受外界突发事件影响。高校辅导员作

为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肩负开展细致入微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使

命。在学生遭遇情境性心理危机时，辅导员要及时发挥“领航员”“服务员”“督导员”的角色，用爱守

护学生心灵，用扎实的政治素养教育引领学生，将育人与育心相结合，帮助学生重塑心序，青春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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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in the key period of psychological order construction, their thinking is ac-
tive but not strong stability, easy to be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mergenci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bear the sig-
nificant responsibility of instilling morality and compassion. In times of situational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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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ess, university counselors must act as navigato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supervisors, imme-
diately tending to students’ needs with compassion and guiding them with exemplary political profi-
ciency, nurturing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pirit to help students re-establish positive attitude 
and star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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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工作要求，全社会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1]。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文件，提出了“四个坚持”的工作原则，即坚持全面发

展、坚持健康第一、坚持能力提升和坚持系统治理[2]，为当前辅导员推进和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提供路径指引。 
大学生情境性心理危机是由一定的情境性刺激产生的心理危机，具有依赖情景和暂时性的特征，这

就要求高校辅导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健

康第一的育人理念，通过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帮助学生重新构建健康向上的心理认知，有效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2. 大学生情境性心理危机干预的概念 

2.1. 情境性心理危机概念 

情境性心理危机是指个体因特定情境的压力超过了其心理适应能力而导致的心理失衡状态。这种危

机可能由突发事件(如灾难、意外事故)、人生转折(如丧亲、离婚)或社会压力(如失业、财务困难)等引起。

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同时也处于思想发展的波动期，易受环境影响，是情境性心理

危机的多发群体。 

2.2. 情境性心理危机干预的概念及适用条件 

情境性心理危机干预是指在个体因面对特定情境的压力而出现心理失衡状态时，专业人员采取及时

干预措施，旨在恢复个体的心理平衡和功能。它适用于可能导致个体心理平衡收到威胁的各种情景，包

括：社会与环境灾害，如重大自然灾害；人生重大变动或损失，如亲人去世；严重的心理应激，如目睹

创伤性事件等。 

3. 案例简介与分析 

3.1. 案例简介 

黄同学，女，共青团员，2020 级翻译专业，来自河北衡水，家庭为重组家庭，主要和母亲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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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偏内向，在校内其朋友为室友。在 2021 年的暑假中，黄同学的外公因病去世，其母亲非常伤心并向

黄同学流露出人生苦短的思想，黄同学悲伤之余对生命产生了消极想法。开学后黄同学一直饱受失眠的

困扰，她主动预约学校心理咨询，在咨询中透露有自杀的想法，并向辅导员寻求帮助。辅导员了解情况

后，立即对黄同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谈心谈话，通过扮演学生鉴定信仰信念的“领航员”、学生身心健

康的“服务员”和学生重塑心秩序的“督导员”，帮助黄同学顺利化解情境性心理危机，恢复正常的学

习生活。 

3.2. 案例的定性分析 

这是一则关于学生在遭遇家人离世心情低落表露想要自杀的情境性心理危机。情境性心理危机主要

包含丧失和替代性创伤等两个主要内容。其中，丧失包括重要他人的丧失和重要关系的解体。案例中黄

同学的外公离世就是典型的分离与丧失处境。伊丽莎白·库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在 1969 年提

出的悲伤和丧失处理过程中的“五个阶段模型”，后被广泛应用在解释人们遭遇重大心理危机时的心理

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一般会经历否认与拒绝、愤怒、协商和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等五个阶段

[3] [4]。其中愤怒和沮丧是两个最易出心理危机的阶段，案例中的黄同学就处于沮丧的阶段。替代性创伤

指治疗者本人的心理也受到了创伤[5]。黄同学和其母亲交流时，扮演者倾听者和治疗者的角色，其母亲

流露出的悲伤与消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黄同学，这种消极情绪与黄同学外公离世的事件共同形成

了刺激与诱因，导致了黄同学的情境性心理危机的产生。 
此外，情境性心理危机事件的背后隐藏着大学生遇到心理重创时缺乏客观理性的认知、心理调试能

力、理想信念薄弱等问题。辅导员需要从大思政的立场谋篇布局，帮助学生筑牢信仰、重塑心序。 

3.3. 案例的解决思路与实施办法 

3.3.1. 立足当下，解决紧要问题 
情境性危机由于其具备依赖情景和暂时性的特点，辅导员在处理此类危机时要遵循“从快从紧”原

则，引导学生尽快出离消极的情境。案例中辅导员接到求助后要第一时间与黄同学开展谈心谈话，了解

她当前的心理诉求，同时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分管领导。在征得学生的同意后，辅导员陪同学生前往镇

江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专业问诊和治疗，经主任医师的诊断，黄同学有中度焦虑和抑郁。辅导员将黄同

学的诊断及时上报学院分管领导及学校心理中心，同时联系学生家长告知学生诊断结果。辅导员第一时

间将黄同学列入重点关爱学生，定期了解学生心理动向和恢复情况。 

3.3.2. 关爱共情，着力精准帮扶 
丧失型的情境性心理危机干预的关键在于在当事人能够顺利进入第五个阶段——接受。由于当事人

的生活背景、文化底蕴的差异，这个过程周期也因人而异。案例中黄同学能够主动向学校心理中心寻求

帮助，说明该生已经意识到危机且有一定的求助意愿，这类学生是能够较快的通过专业治疗和干预得以

恢复的。辅导员在这一阶段要在精准帮扶上着力。辅导员在和黄同学谈心谈话时，对该生遭遇家庭变故

而产生的心理危机表示理解，同时注重谈话的方式，多从黄同学的角度帮助黄同学进行思想纠偏，让她

认识到生命有其特定的周期，帮助和引导她接受现实。从亲情的角度引导黄同学认识到外公是希望她完

成学业、健康成长，她的母亲也需要她的照顾，帮助黄同学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替代性创伤型的情境性心理危机，较好的应对方式是安排好正常生活，避免收到干扰，如果自

己难以排解负面情绪，则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在此案例中，黄同学受到母亲负面情绪的影响，自

己难以恢复正常的心理秩序，进而引起了生理功能障碍，如失眠严重，在此情况下，黄同学向学校心理

中心预约咨询寻求帮助。辅导员与黄同学谈心谈话时要及时排查出黄同学的负面情绪的来源，有的放矢。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80


闵敏 
 

 

DOI: 10.12677/ces.2024.122080 521 创新教育研究 
 

辅导员及时与黄同学的母亲取得联系，告知其黄同学的所处的心理危机，同时委婉的告知家长孩子容易

受亲人的情绪影响，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的方式，鼓励家长在孩子面前传播积极的情绪，争取家长的育

人合力。 

3.3.3. 全面摸排，加强分类指导 
情境性的心理危机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如不及时发现易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事件，这需要辅导员压

实平时管理，关注重要节点，将全面摸排与重点关注相结合，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做到因时因地因人

施策。 
辅导员以此类案例为契机，采取个体疏导与群体引导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信息网络作

用，及时排查遭遇家庭突发变故、个人情感受到打击重创、思想情绪波动较大等情况的学生群体，制定

《重点关爱学生帮扶工作推进表》，联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任课教师、班主任、室友、家长等力

量，对重点关爱学生实施动态管理，精准帮扶。 

4. 辅导员对大学生情境性心理危机干预的策略 

4.1. 立德树人，信仰塑心，做学生理想信念的“领航员” 

辅导员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骨干力量，肩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双重使命，

应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构建党建与心理的协同育人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与身心健康教育相结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开展各种创新性和多样性的公益活动，帮助学

生涵养家国情怀，增强“大局意识”，将个人的成长与祖国的发展相结合，引导学生重新审视个人生

命的价值。 
案例中的黄同学产生心理危机的背后隐藏着信仰不够坚定的问题，这也是辅导员开展长效思政育人

的着力点。辅导员应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视角来制定和实施心理危机干预策略，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心理育人中，将重塑信仰信念与解决心理问题相结合。辅导员根据黄同学的特长和爱好，鼓励其参加学

校社团活动，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其正面思维，引导其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加强其心理韧性，提高

其心理适应能力，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2. 育心育人，协调各方，做学生身心健康的“服务员” 

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大学生自杀的首要因素，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辅导员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

和深入细致的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协调各方育人力量，做学生身心健康的“服务员”。 
辅导员因其具备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是协调学校各方力量的重要力量。辅导员通过“心理

委员–宿舍长–任课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学校心理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信息网络随时把握学生的思想

发展动向，及时掌握学生心理危机苗头性行为，不断提升心理危机事件的研判能力，能有效借助学校心

理中心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识别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促进学校和属地精神卫生中心搭建合作关

系，畅通转介就医通道。 
在大思政的工作格局下，辅导员要创新心理育人方式，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思政育人的全过程，将

课程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促进学工、团委、后勤等部门的有效联动，联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推动全员、全程、全方位心理育人的格局构建，不断增强高校心理育人实效。 

4.3. 着眼未来，夯实过程，做学生重塑心序的“督导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意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环

节，高校辅导员更应注重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将谈心谈话工作落地落实，强化过程管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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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重塑心序的“督导员”。 
谈心谈话是辅导员开展心理育人的重要手段，辅导员要结合学生实际，认真实施“八必谈”的工作

要求，即在开学后和考试前、学生受到处分时、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或遭受重大变故时、学生思想波动大

时、学生因心理困惑引发严重问题或遭遇心理危机时、学生出现学习困难时、学生出现人际矛盾激化时、

学生出现严重情感问题时等八个重要节点与对应的教育对象开展谈心谈话，帮助学生正视问题、解决问

题、调整心态、回归常态。案例中的黄同学同时处于学生家庭遭受重大变故、因心理困惑遭遇心理危机

的双重节点，辅导员第一时间与黄同学开展谈话并及时转介专业诊断是学生得以化解心理危机的前提。 
大学生心理受挫后，需要经历一定的阶段才能逐步恢复，这就要求辅导员要扮演好“督导员”的角

色，建立重点关爱学生档案，完善日报、周报、月报记录，结合学校心理中心、校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的育人力量共同做好学生保健性和指导性的辅导。 

5. 结语 

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身心素质发展的重要一环，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

作为高校思政育人的骨干力量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师资。大学生处于心理快速发展且未成熟的阶段，

同时也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是情境性心理危机的多发群体。辅导员需要扮演好“领航员”“服务员”

“督导员”的角色，以仁爱之心育心，用理想信念铸魂，及时化解危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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