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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mpus crisis response capacity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unselor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promoting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e occurrence of campus crisis is easy to evoke a strong 
repercussion among society, if inappropriate, it may also lead to "zoom in" and "radiation" effect. 
Counselors, therefore, should further analyze the reason of campus crisis events, build th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campus crisis, grasp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e, to guarantee the teach-
ers and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normal order of teaching lif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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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事件应对能力是提高辅导员职业能力的重要内容。校园危机事件的发生，很容易引

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如果处理不妥当，还可能导致产生“放大”、“辐射”效应。因此，辅导员深入分

析校园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构建校园危机事件预警机制、掌握相应的应对，对保障师生身心健康和校

园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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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7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

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高校内发生的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扩散性等特点，对学校的教学、工

作、生活秩序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工作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一线的辅导员，面对校园危机事件时所采

取的应对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校园危机事件特点 

危机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危害性、扩散性和急迫性等特点，而校园危机事件除了具有一般特点外，

还具有自身特点。 
1) 事件主体特殊性 
高校集中的是一大批具有知识、有思想、有热情、有活力的年轻的学生群体，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和

社会焦点、热点问题关注度较高，他们强烈的好奇心理与不成熟的政治素养的矛盾，易导致他们对社会

产生不满、愤怒等情绪甚至做出冲动行为。 
2) 事件参与群体性 
高校是众多大学生聚集的场所。虽然校园危机事件有时仅仅涉及到少数甚至个别学生，但对危机事

件如果发现不及时或处置不当，极易导致出现群体性事件。 
3) 危害后果严重性 
历史经验表明，与大学生相关联的危机事件更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也更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大学生发生校园群体性事件，也易导致引发更大的界别性群体事件，客观上“放大”了事件本事的危害

程度。 
4) 事件影响持久性 
校园危机事件的发生，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妥善的善后处理，可能会引发其他高校的联动反

应，这对学校和人们的心理将造成深远的不利影响，且这种影响在短时间内不会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消失。 

3. 校园危机事件类型及诱因 

校园危机事件是指在校园内由于自然的、社会政治的或人为等原因诱发、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生活

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冲击或危害的事件[1]。根据辅导员工作对象(学生)和事件诱因的不同，可分为两种

类型：源自外部的个人或群体危机事件和源自内部的个人或群体危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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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外部的危机事件是指在校外发生的由于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等对学校工作造成

冲击或对学生群体造成伤亡的事件，如地震、洪灾、非典、钓鱼岛等事件。这类危机事件的发生，高校

是难以预防的，对此类事件的工作重点在于及时的危机救助。 
源自内部的危机事件是指在在校内发生的由于高校管理或学生的身心健康诱发的个人或群体重大事

件。这类事件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这类事件主要体现有：1)由于学校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大而导

致出现的相应配套设施不到位、教育教学资源不足等现象，将诱发学生对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后勤服

务等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引发学生罢课、示威等群体事件；2)学生主体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与现实生

活之间的矛盾，学生在校园治安、学费、就业、后勤保障等方面出现危机事件的几率也会越来越高；3)
校园食品安全事件可能诱发的危机事件不可忽视；4)因学生个体特异体质、心理健康等原因诱发的校园

危机事件，预防性较强，但人为因素大，涉及人的心理，预防难度较大。 

4. 辅导员危机事件应对策略 

高校辅导员工作在学生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校园危机事件的预控与处理，是辅导员工作面临的一项

重要课题。危机事件的一般分为事发前、事发中、事发后三个阶段，辅导员对危机事件的预控措施与应

对策略，对事件的有效控制和顺利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按事件发生的时间段来对辅导员危机事件的应对

策略进行研究。 
(一) 事发前发挥预测与导向功能 
通过有效发挥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预测功能和导向功能，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主动控制事件的发

展，将校园危机事件尽可能地消除在萌芽状态。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在于预测与防控。 
1) 提高安全意识，立足平时教育 
在学生的日常教育与管理过程中，要树立三个观念。a)树立“防不胜防也得防”的观念，不能因为

危机事件不可预见就完全不管，必须要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b)树立“管了没用也得管”的观念，

即便是恪尽职守也未能阻止危机事件的发生，但也要坚信日常教育管理的作用与威力，努力寻找更有效

的方式和途径；c)树立“说了没用也得说”的观念，不能因为学生不听而放弃说服教育，要不断创新教

育方法，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 
2) 从严精细管理，构建预控机制 
a) 编制应急预案：辅导员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充分考虑危机事件发生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编制危机事件应急预案。同时，不仅仅局限于纸上的预案，还要做好思想上、技术上和物质上的各项准

备，并在平时的工作中进行演练[2]。 
b) 构建心理预警机制：辅导员应针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建立心理预警机制，掌握学生群体平时

的心理行为变化规律，并预测事件发生时学生可能出现的个体、群体心理行为，提前决策，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 
c) 完善日常工作机制：加强安全教育，必要时进行危机事件应对演练，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建立并逐步完善“重点人档案”，对可能发生情况的学生或事件做到心中有数；构建信息网络，

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辅导员保持全天候信息畅通；定期研

讨时政热点，了解社会发展形势，识别可能诱发校园危机事件的社会因素。 
(二) 事发中发挥稳定与协调功能 
1) 发挥稳定功能。辅导员稳定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体现出来的，主要有：增强大

学生在危机事件中的心理承受力的教育，以及在及时宣传、解释、发布权威信息等过程中，让大学生在

被引导过程中对事件的本质有理性认识，从而做到与学校积极配合去防止事态恶化，维护校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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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方面，导员是介于高校管理层与大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其协调与沟通作用主要体现在统一

和协调高校内外各种资源的调配等方面，通过形成应对大学生危机事件的应对合力，凝心聚力，积极应

对危机事件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危害。 
(三) 事发后发挥安抚与育人功能 
危机事件结束后的处理工作也叫善后处理。主要包括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的善后、正常教学与生活

秩序的恢复、当事人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和事件的结果评估与责任追究等方面。 
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原则，事发当事人在身心肯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事件原因和经过调查分析、

预警机制的评估、事件后的反思与整改等都应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和学校大局利益。对危机事件

发生原因及经过的反思与后期对其他人员的教育，对预防危机事件的再次发生也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校园危机事件的应对与处理不是某个人的事情，但学生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关系

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3]。作为学生工作一线的辅导员，做好充分的危机事件发生的思想准备，构建完善

的预警体系，加强对学生做好安全教育工作，掌握灵活多样的应对策略，对校园危机事件的预防与应对，

对保障师生健康及校园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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