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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university counsel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ping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ir work 
is crucial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owever, in actual work, counselors face various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unsel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and ethics, and 
briefly expounds the ways of college counselors to deal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aiming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ping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eek good strategies for their health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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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辅导员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处理途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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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高校辅导员在应对大学生心理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工作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
际工作中，辅导员面临各种问题。论文从专业心理和伦理角度深入分析辅导员面临的困难，简要阐明了高校辅导员处理大学
生心理危机的途径，旨在帮助辅导员提高应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效率，为其寻求健康成长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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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大学辅导员在

应对大学生心理危机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实工作中面临许多挑战，论文结合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心

理危机的处理分析与辅导员的工作经验，从专业素质、心理

素质和道德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大学生辅导员应对心理危机的

困难，为存在心理危机的学生给予帮助，提高处理大学生心

理危机事件的有效性，帮助大学生建立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

2 相关理论概述

当谈到心理危机的概念时，不得不提及美国心理学家卡

普兰（Kaplan）对心理危机开展的工作。卡普兰于 1954 年开

始对心理危机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于 1964 年首次发表了

心理危机管理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稳定的心态，

且自己拥有稳定心态的同时能与环境和谐相处 [1]。当出现心

理危机时，个人问题会快速变化，从而导致难以解决问题，

正常生活受到干扰，内在的紧张感不断增强，出现混乱甚至

思维和行为障碍，这时人们会进入暂时的心理失衡状态。此

外卡普兰也认为心理危机具有突发性、危险性、紧迫性 [2]。

3 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处理的目标

大学生的心理危机管理目标有两个：解决当务之急以及

着眼于大学生的长期而深刻的变化。

第一种管理目标是解决当务之急，即解决危机，最大程

度地将心理危机发生的概率减少，并做出相应的处理方案。

该目标可以定义为：一种是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大学生减轻情

绪压力，避免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另一种是帮助大学生恢

复其心理平衡和动力。

第二种管理目标则是着眼于大学生的长期而深刻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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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就是提高大学生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好地学习应对危

机情况的策略和方法，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以及人

格实现独立和完美 [3-4]。

4 高校辅导员参与大学生心理危机处理中应坚

持的原则
4.1 预防为主的原则

危机管理理论将危机管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危机

预防阶段，即针对日常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危机采取管理措施；

第二个是在危机发生之前或已经发生的危机管理阶段既现实

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最佳状态是通过积极、有效地预防措

施消除危机并避免危机。这要求高校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要

加强预防学生危机的能力，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早期

教育、早期发现、早期沟通和早期行动，建立有效的学生心

理危机预防机制并尽快解决问题。

4.2 快速反应的原则

在紧急情况下，辅导员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响应速度与

应急控制的程度，发展的速度以及知识的熟练程度密切相关。

紧急情况的特点是不可预测，影响大，传播范围广，一旦发

生心理危机问题，应立即解决，不可拖延。因此，应对危机

的关键因素是时间，当危机局势出现时，辅导员必须能对危

机中持续存在的问题迅速做出判断并予以反应，并能在最短

的时间内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局势扩大，尽早消除紧急

情况。防止危机事件进一步加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3 冷静、合理、合法的原则

遇到危机事件时辅导员首先应保持镇定，不能加深或对

冲突事件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处理危机事件的方法应合法合

理。现在，学生和家长都有强烈的保护自己的认识，因此在

日常工作中，辅导员引导学习并提高自身法律意识，不断丰

富自身法律知识，并熟悉常见的法律法规。发生危机后，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和学院规章，纠正学校与学生及

其家庭间的法律关系，同时客观、公正地对待危机事件所产

生的问题，并确保学校和各方的合法权益。

4.4 保密性和谨慎性的原则

在心理辅导过程中，高校辅导员要保护大学生的声誉和

隐私。然而对于大学生这个群体而言，通常是不愿被外界所

认识和理解。因此，参与心理危机管理的辅导员必须对参与

其工作学生的各种信息给予严格保密。只有充分保护这种隐

私，大学生才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而辅导员只有这样才

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危机管理。除此之外，辅导员在危机管理

过程中必须保密，必须对学生的个人情况和对话保密，以确

保其声誉和隐私得到充分保护。同时，在学生的心理危机中

采取错误的行动会对学生产生终身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在开

展心理辅导的过程中也应小心谨慎。

5 辅导员参与大学生心理危机处理的有效途径

与方法
5.1 做好大学生心理测评工作，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

档案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建设包括新生和心理危机高危人

群的心理档案。近年来，各高校已形成了一种为新生创建心

理档案的机制。新生入学学习时，学校会针对每个学生进行

一次心理健康调查，并填写一份心理健康档案，并且必须及

时提交有效处理学生心理状况的方法。通过这项活动有三方

面的好处：一是建立对新生心理健康情况的关注；二是了解

新生的过去心理健康；三是对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进行全面

而多层次的了解。测试结果避免了大学生心理危机情况的出

现，且能及时发现和及早预防大学生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

填写新生的心理档案是一项涉及大量人员的基本任务，辅导

员将承担主要任务，只有通过精心组织，才能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及保密性。大学生心理测评档案的建立也为之后处理可

能产生的危机事件打下了基础。

5.2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能丰富学生的日常活动与心理健康

相关的知识，拓宽视野并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因此，对于提

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和自我调节水平，高校辅导员可通

过学院官网、微信、QQ 和网站等各种渠道增强学生的心理

健康意识和自助技能。对于容易引发学生心理危机的负面事

件，辅导员应努力在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建立所有链

接。同时，也可以邀请专业人士为学生开展危机事件讲座，

加强同学们在危机事件方面的心理教育。危机管理讲座旨在

帮助大学生了解心理障碍的机制并了解心理危机的早期迹象，

帮助在心理上困惑但不积极寻求心理辅导的大学生，建立正

确的心理辅导概念，并鼓励亲戚、同学、朋友和其他社会支

持系统充分利用自己的心理危机。实践证明，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是预防心理危机发生的有效手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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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把握规律，准确掌握第一手材料

在大学学习期间，大学生因年级而面临不同的作业和问

题，因此他们的心理特征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对于新

生来说，进入大学后，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远离家乡带

来的乡愁，处理人际关系时所遇到的不兼容性以及上大学后

因新的学习方式而引起的困惑，很容易给新生带来心理问题。

在第三年，由于学业压力，情绪和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等引

起的心理问题很普遍，而在毕业的第四年，由于就业压力、

职业困难以及一些挫败感等引起的心理问题更为普遍。因此，

辅导员应根据学生所处年级掌握其心理情况，并有针对性地

做出辅导方案，掌握学生心理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提早预防

危机事件的发生。

5.4 发挥学生骨干作用，打造朋辈心理支持系统

辅导员可以使用同伴心理咨询理论为每个班级建立心理

健康委员和心理咨询员。他们在课堂上能发现、控制和跟踪

学生的心理危机，并充当预防危机的知识促进者、观察者和

帮助者。辅导员还可以辅导学生成为骨干成员，利用学生骨

干及时收集和反馈准确的心理危机事件信息，使其成为心理

辅导团队的后备军。此外，辅导员还可以积极地利用寝室长，

发挥他们在群体里面的作用，为预防心理危机事件打下坚实

的基础。

5.5 重视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首先，辅导员应阐明家庭对学生心理的大力支持，并确

保父母意识到家庭在解决学生心理危机中的重要性。其次，

辅导员需要与学生家长保持定期联系，了解学生的校外表现

并向家长提供学生在校的情况，同时方便家长可以督促和管

理学生。最后，应做好家校联系记录情况，在之后出现心理

危机时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动态。

6 结语

辅导员在应对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积

极作用，有助于提高学院的整体心理危机应对能力。因此，

处理好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不仅是高校辅导员的责任更是使

命。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高校为大学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心理危机管理系统，虽然辅导员在该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

但在实际工作中，辅导员仍面临各种问题和困难，将危机事

件辅导工作做好仍需积极改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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