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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的德育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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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问题，开

展德育教育工作，具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化心理健康工作的

重要意义。辅导员的德育教育工作需要以清楚大学生极端心理与

负面情绪现状为基础，通过加强学生心理干预、协同课程家庭教育、

开展德育实践活动等策略，发挥德育教育成效，预防与解决学生

极端心理与负面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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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当代大学生极端心理危害案件屡见不鲜，使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而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针对大学生

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问题，开展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疏导学生心

理问题与负面情绪，为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一、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现状

（一）极端心理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先进且丰富的科学技

术与网络资源，使学生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学生在大学期间正

处于三观形成期，自我约束能力不足，缺乏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

与严密的思维逻辑，在三观容易动摇的情况下，会受多种因素影响，

出现极端心理。特别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变革与发展，

一些制度与教育弊端开始显现，部分大学生尽情享用物质文明，

但其精神文明却在逐渐消减，在新时代产生新的精神痛苦，使大

学生心理向极端化发展，为高校校园带来潜在威胁。当代大学生

面临较多矛盾，比如，同学之间不够亲密、学业优势淡化、自我

认知不明、感情纠葛等，使大学生群体之间出现部分具有极端心

理的学生，这些学生容易通过极端行为，危害家庭、学校与社会。

（二）负面情绪

大学生出现负面情绪在现今社会的高校校园比较常见，一般

学生的负面情绪表现是焦虑、愤怒、颓废、嫉妒、抑郁等，具有

波动性、复杂性的特点。大学生负面情绪的波动性体现在其会受

到某些事件影响，比如，同学关系变差、学习成绩下降、奖学金

多少等，出现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比如思想消极、沉默不语、

萎靡不振等。大学生负面情绪的复杂性特点体现在学生负面情绪

出现的影响因素，一般是多重的，比如，就业压力、学业压力、

外界干扰、人为因素等，使学生的负面情绪比较复杂，在缺少适

宜学校教育的情况下，容易向极端心理发展。

二、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的德育教育意义

（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与负面情绪问题，开展德育

教育工作，具有保证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学生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接触到的信息与资源等过于复杂，容易

影响学生三观的正确性，使其出现负面情绪与极端心理。因此，

高校辅导员就需要发挥自身辅导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正确思想观功

能，为学生提供德育教育，以德育教育观工作开展，加强学生理

想信念的坚定，使心理健康的学生能够加强自身负面情绪与极端

心理预防，使心理存在一定问题的学生，能够迷途知返，重建自

身正确性三观，与辅导员一起，抗击负面情绪与极端心理，从而

为自身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二）强化心理健康工作

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开展德育教育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补充与强化。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旨在通过教学工作，解决大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为其心理发展方向提供正确引导，保证大学生心

理健康。而高校辅导员结合大学生负面情绪问题与极端心理问题，

为学生提供德育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具有一

致性，都是致力于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正确引领与完善。因此，

辅导员的德育教育工作能够进一步辅助与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成效，实现学校整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强化。

三、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的德育教育策略

（一）加强学生心理干预

高校辅导员开展德育教育，应对大学生负面情绪与极端心理

问题，需要重点加强对大学生心理的干预。可以通过德育教育内容，

针对已经出现负面情绪或者轻微极端心理的学生，为其提供针对

性的心理健康疏导谈话与心理健康重建教育，使学生认识到自身

问题的严重性，以德育加强学生抗击负面情绪，消灭极端心理，

从而体现德育教育成效。

（二）协同课程家庭教育

辅导员基于学生负面情绪与极端心理问题，对学生实施德育

教育，需要联合心理健康课程教育与学生家庭教育，为学生心理

健康提供一个一体化教育环境。学生出现负面情绪与极端心理，

家庭教育不足是一重要因素，因此，高校辅导员需要针对问题学生，

与其家庭建立紧密联系，并且联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共同发现

学生心理问题、思想问题与行为问题等，便于辅导员及时针对学

生问题调整德育教育方法，提升德育教育针对性与实效性。例如，

辅导员可以向学生家庭提供大学生极端心理案例素材，使学生家

庭成员意识到及时发现与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性，促使家庭

成员能够更好地与学校辅导员合作，在辅导员、家庭、心理健康

课程的协同教育下，保证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辅导员针对大学生极端心理和负面情绪实行

德育教育，需要在分析研究学生负面情绪与极端心理现状问题的

基础上，重视德育教育意义，积极采取加强学生心理干预、协同

课程家庭教育、开展德育实践活动等措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而满足高校教育持续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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