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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is spreading rapidly around the world, the panic atmosphere caused by the sudden and 
unknown public health events and the immatur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o mak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alize tha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urgently needed and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on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early w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n advance, do a good job in the guidance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fterwards,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and other work.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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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路
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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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和未知性造成的恐慌氛围以及大学生心理
发展的不成熟，让高校意识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急需且必须予以重视。为有效减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造成的心
理影响，高校需在事前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防控和预警，在事中做好心理健康引导和心理危机干预，在事后做好心理调适
能力提升，完善心理危机防控机制等各项工作。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必须坚持思想性、组织性和专业性的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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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这场疫情以其突发性和未知性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上

造成了心理恐慌，甚至心理危机。自 1 月 23 日起，中国多省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其中消除公共心理障

碍，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更成为必要行动之一。面对此次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未来的疫情风险，及时开展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关注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品质，增强学生心

理调适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危机，成为高校有效应对疫情

威胁的一项重要学生工作。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加强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必要性

2.1 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和未知性极易造成恐慌的

社会氛围

未知公共卫生事件的突然发生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平衡状

态，引发了公众一系列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应激反应，极易

营造社会上的恐慌氛围，社会恐慌氛围反过来助推公众的应

激反应，形成恶性循环。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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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

公众健康的事件 [1]。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会对突然发生的

危机事件产生本能的心理应激反应，疫情的飞速蔓延、确诊

患者骤增、获取信息渠道的不通畅等因素引发公众产生恐慌、

焦虑、无助、敏感等情绪反应，进而出现哄抢、传谣等不良行为，

如此反复，社会恐慌氛围日趋扩散，恶性循环加剧。

2.2 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相对不成熟性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学生处于建立角色同一性的关

键时期，特殊的心理发展阶段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心理冲突更

加复杂多变。一项对中国北京 16 所高校的调查研究表明，在

因病休学、退学的学生中，分别有 37.9％和 64.4％的人存在

精神疾病 [2]。大学生群体所面临的环境改变、人际关系、学

业困难、情绪情感等问题更易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无法自愈

的心理困扰。当前，“00”后以成为大学生的主体，作为与

互联网共同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更依赖于新媒

体，但大学生社会阅历相对有限，未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导致其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较弱，容易受

到不实言论的影响，产生心理危机。因此，为有效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时做好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和预警、引导和干预工作亟需且迫切。

2.3 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契机

心理健康教育承载着育人的重要职能。突发的公共卫生

事件虽然对学生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但每个人

对危机的反应程度和应对策略不同，许多深层次心理危机更

可能暴露，个体寻找解决办法和外界的积极干预能够帮助个

体实现更快的心理成长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具有群体导向、心理调适、动员激励、品格升华等

重要价值 [4]。在疫情这场生动的思政课中，高校可以充分利

用典型事迹做好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培养学生

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充

分融合，做到思想政治教育融情融理，入心入脑。  

3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全过程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途径研究

为有效减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造成的不良心

理影响，高校需立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事前、事中、事后

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事前，做好大学生心理健

康的防控和预警，在事中，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和心

理危机的干预，在事后，做好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的提升、

学校心理危机防控机制的完善。

3.1 事前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防控和预警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爆发了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国在 2003 年和 2020 年爆发了非典和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前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防

控和预警，降低突发事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尤为重要。

高校需成立专门的突发事件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小组，组织

和指导相关预警和防控工作，各项工作的开展接受心理健康

工作小组统一指挥调控。

具体防控和预警工作包括知识普及、心理素质提升、预

警系统建设。一是做好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和心理常识的教育

普及工作，将相关知识纳入学校心理健康课程内容，消除学

生对疫情和由疫情造成的心理反应的未知性。二是加强大学

生的心理素质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是面对

严重威胁，个体的适应与发展仍然良好。在平时对学生的教

育管理中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教育和咨询活动，通过多种方

式提升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三是建设信息化心理危机预警

系统。依托大数据等互联网媒介收集整理学生心理状况，对

学生进行心理危机评估和后期心理跟踪，建立完备的学生心

理档案，制定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心理帮扶方案，指导大学

生的心理教育工作。

3.2 在事中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和心理危机的

干预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是十分

必要的。由于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疫情中需要加大对学生

心理健康的教育力度，开展心理疏导，预防心理危机。面对

突发的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中国各大高校和教育系统

第一时间研究制定高校师生心理应对手册，开通心理支持援

助热线，组织高校心理教师开展线上心理讲座，帮助师生客

观理性面对疫情，科学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和疏导工作，

教育系统和各大高校的积极干预，对缓解高校师生的恐

慌情绪产生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高校需结合自身情况开

展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工作，在疫情期间做好大学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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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引导和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首先，加大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针对此次疫情的特点和学生的现实反映，积极

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做好知识普及和心理支持工作，开

展有意义的互动活动，鼓励同学们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增

强心理调适能力。同时结合学生日常心理档案，划分心理危

机易感人群，及时了解此类学生近况，针对学生心理反应提

供专业指导和必要的心理干预。

第一，在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方面

呈现出时效性、便捷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5]。在开展知识普及

工作时，高校要充分考虑学生信息接收特点，结合当前大学

生的信息接收倾向，达到最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可以通过调

研了解学生平时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在编辑信息内容时

做到用大学生的话给大学生讲话，突出内容的可理解性和

实用性。

第二，在疫情期间，高校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做好网络舆

情的引导，以消除不良信息和不实言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造

成的影响。学生作为新媒体的易感人群，易受负面和消极信

息的影响，产生过激言论，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因此高校在

做好知识普及的同时要做好正向舆论引导和价值观的引领，

避免对学生因谣言和不实言论造成进一步的心理伤害。

3.3 在事后做好大学生心理能力的提升和学校心理危

机防控机制的完善工作

疫情虽然给高校教育造成很多困难，但也为高校教育提

供了新的空间。高校可以此次疫情为契机，组织开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影响的研究工作，广泛开展多项活动提

升疫情后大学生的心理能力，逐步完善突发事件下学校心理

危机防控机制。高校作为学术阵地和理论前沿，在疫情发生后，

组织开展大学生受疫情影响的相关研究成为职责所在。疫情

期间学生的心理反应，疫情过后学生心理的相关变化，针对

学生此次的心理反应，有的放矢预防未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

件对学生的心理影响等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课题。2003 年非

典后，心理专家学者针对突发事件中、危机事件后心理危机

干预等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此次疫情让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下的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更加紧迫。

疫情过后，高校可以以此为契机，通过开展相关主题活

动，引导学生总结经验、升华体验，提升心理能力。非典后，

一项对北京理工大学 511 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表明，经历过

非典事件后，个体在自尊方面有个更积极的自我评价，在自

我效能感方面处理事情更加自信，在自我同一性方面有了一

定程度的提高 [6]。“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

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7] 高校需将此次危机事件作为学生

心理成长的机会，帮助学生提升心理调适能力，将心理应激

升华为应对机制，提炼成人生经验，获得心理成长。

高校在疫情结束后应及时总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对暴露出来的不足进行及

时完善，提升高校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长效性和精准性。一

是逐步完善学校突发事件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小组相关职能

和制度建设，继续做好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干预机制、保

障机制和善后机制建设，对内对外形成突发事件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合力，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处理相关人员的

专业化培养，助力国家和社会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做好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工作。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开展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需遵循的原则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

遵循思想性、组织性和专业性原则，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严

谨有序、科学规范。

4.1 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

要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让党旗在防抗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因此，在疫情期间

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导

向，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当代大学生普遍

存在政治人格不够健全，价值观多元化，理想信念不够坚定

等思想问题。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要利用心理教

育这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中强化思想引领，突出价值导向，坚定理想信念，将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于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的全过程。

一是在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中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的同时大力弘扬典型人物和英雄事迹，

发挥英雄人物在学生心理成长中的教育、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自我意识教育中融入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在人格塑

造中健全品格教育。二是积极提高心理工作者的政治站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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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担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同时认清局势，创新工作方法，在工作中营造科学氛围、强

化科学精神，配合思政教师和辅导员教师积极主动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4.2 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组织性和规范性

高校在做好学生日常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应成立专门

的突发事件心理健康工作小组，做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事前预防、事中统筹，事后稳定工作。同时加强心理健康

工作小组的制度建设，制定严密的工作流程和工作部署，做

到信息发布及时、指挥管理得当，行动落实到位。建立相应

的问责机制，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的预防、干预

和调控工作，避免突发事件对学生产生消极的心理影响和心

理危机。同时严格落实党领导下工作责任制，强调在党的领

导下开展工作，以党的思想指导小组开展各项工作。

4.3 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心理健

康教育需遵循科学性与时效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8]，高校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需结合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开展各项工作，

切实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性

和科学性。一是建立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团

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实证研究。二是遵

循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心理健康教育规律。以科学的理

论和成熟的经验指导工作，同时注重多学科、跨专业协同，

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灵活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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