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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的新闻报道日益增

多，这也引发了群众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注意和

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工作是各个高校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探究大学生心理危机产生的诱

因及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现状

大学生当前处于快节奏、强竞争的社会现状中，面

临沉重的心理压力，受个体主观因素及外界客观因素的

心理危机诱因影响。总体上看，心理危机如若无法得到

妥善解决，易给学生带来严重的情绪、行为和认知功能

上的障碍。

面对如此形势，应增进大学生对危机的了解认识，

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及意志控制能力，以便更好地化解危

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践行“以预防为主，积极应对妥

善处理”的应对策略。由心理健康相关职能部门统筹协

调预警系统的宿舍、班级、院系和学校这四个级别，以

保障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有序展开，可以帮助学生

及时处理学生心理危机事件。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及干预机制是事关学生身心健

康的关键工程，为保障学生不为心理危机所困，学校及

相关部门应做好学生工作，完善相应机制，鉴定落实多

方力量配合。

二、专业教师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中的积极作用

在大学校园，我们常常认为只有班主任或辅导员才

会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对于专业教师的印象仅仅止步

于负责学生课堂知识的传授。我们很容易忽略专业教师

在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的影响。如今在大学生日益严

重的心理问题且心理专业人士稀缺的情况下，思想成熟、

高素质的专业教师的帮助显得尤为重要。

1. 专业教师的参与是高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有益

补充

每所大学通常都会为每届学生配备有辅导员，部分

院校会在配备辅导员的同时，每班配备一名班主任。而

大学的辅导员主要负责的是学生生活方面的事务且并不

教授相关专业课程，所以他们无法关注到学生在上课时

的心理情况。即使部分院校还配备班主任，但每班的班

主任也无法关注学生在其他专业课上的心理情况。这时，

专业教师们对学生心理方面的关注与参与就可以大大弥

补辅导员和班主任负责的盲区，能尽早地发现学生心理

危机的苗头。

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中，专业教师也能帮助

辅导员观察、安抚学生。学生在课上的状态通常也会影

响他们对课堂知识吸收的情况，为确保学生们知识的吸

收效率，专业教师们也会积极地在课程中调动学生兴趣，

缓解学生心理压力，起到部分心理危机干预效果。

2. 专业教师具有独特人格魅力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与专业教师接触较多。

经常接触以及教师们友好热情的态度，使得学生比起陌

生的心理咨询师，更愿意向专业教师倾诉，更能接受专

业教师们的建议与劝导。并且专业教师在其执教生涯中

形成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会给大学生信任和亲切感。专业

教师在课堂内外向学生输送正能量内容，都会潜移默化

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摒弃一些消极的人生态度。这无疑对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有着积极影响。

3. 专业教师在缓解大学生心理问题上具有独特优势

在我们的调查中显示，大学生普遍会在学业、就业

两个方面存在心理焦虑，并可能因为无法及时缓解而演

变成严重的心理问题。专业教师却可以以自身丰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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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阅历，在这两个方面为大学生们提供帮助。在学业方

面，专业教师具有远超大学生们的知识储备与专业素养。

这无疑会使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对教师产生信任与敬畏，

大学生们也更容易接受专业教师的建议与引导。再者，

绝大多数的专业教师的专业都是与学生的专业相同或相

近，也曾有过求职的经历，对专业市场较为了解，能为

学生提供客观现实的帮助，从而减轻学生就业负担，减

轻心理压力。

三、专业教师参与到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的

困难

相较于其他教师，专业教师有着与学生接触时间长、

深受学生尊敬与信任、能够缓解大学生学习压力等优势，

在预防和干预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但是，专业教师在参与到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也

存在着诸多困难，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专业教师的主观因素

教师的心理素质各不相同，如果该教师的共情能力

较差一些，那么他就很难理解学生的困惑与烦恼，即便

给出建议，也有可能成为学生发展路上的阻碍甚至加重

他的心理负担。如果该教师的共情能力强一些，那么他

很有可能将自己代入学生所处的心理状态中，从而无法

给出中立客观的建议。在与学生交谈中，专业教师若没

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就很容易受负面情绪的

影响，甚至对教学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心理问题的解决

方式更多是感性方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

作。以人作为导向去干预心理危机，便不可能忽略个体

差异性产生的影响。

2. 心理学相关专业知识的欠缺

大多数专业教师没有接受过心理学知识的培训，这

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这项工作来说无疑是一大难题。

即便组织专业教师进行培训学习，也未必有所成效。一

方面，对心理学相关知识的掌握不能浅显地停留于表面，

需要对其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而“纸上得来终觉浅”，

即便掌握了心理学相关知识，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践与

运用，通过对无数具体案例的分析才能最终总结出相对

适用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有些专业教师教学任

务繁忙，这也会加重他们的负担。专业教师在经验上不

如心理教师，盲目地进行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在课堂

上一边传授知识，一边注意学生们的情绪状况也会使教

师们分身乏术。

3. 专业教师主观上的角色冲突以及道德两难困境

专业教师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学生的知心朋

友，学生集体的领导者。如果要求专业教师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完成对学生的心理疏导等额外任务，那么就

很有可能与其角色定位起冲突。专业教师在学生面前建

立的形象，使其很难在心理危机干预中让学生坦诚相待。

学生一方面会顾及隐私，另一方面会考虑该如何看待与

专业教师之间的关系。由于关系不对等，专业教师在心

理咨询的过程中也很容易给学生权威感与压迫感，这跟

心理咨询的原则也有冲突，学生也很难将隐私问题向管

理者倾诉，难以形成正常的模式。这些冲突往往会将师

生双方都置于两难境地。

四、如何发挥专业教师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

中的作用

在整个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专业教师是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

专业教师更好地发挥在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的作

用。

1. 应将专业教师纳入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机制中，

使其成为信息传递系统的重要一环

专业教师平常在课上与学生接触交流较多，如学生

有什么异常行为或言语上的暗示，专业教师应第一时间

发现并进行简单询问。[1] 确定学生心理状态不佳后，及

时上报给辅导员或院系领导，再上报给学校以及专业的

心理辅导咨询老师，从而形成了学校—院系—辅导员—

专业教师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层级预警制度。这时，专

业教师作为一个心理危机的“发现者”，为后续专业心理

辅导老师及时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或心理疏导打下了

坚实基础。

2. 专业教师应畅通与学生的沟通渠道，加强课内外

交流

专业教师不仅要在课上多观察学生的状况，还要在

课下以及日常生活中多与学生互动、交流，拉近师生关

系，从而使学生愿意对其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在课后

要积极主动地接受学生的咨询与求教，这有利于学生解

除心中疑惑，释放内在压力，减少心理危机出现的可能

性。[2] 同时要鼓励学生培养坚韧的品格，使学生塑造正

确的三观。通常面对面交谈是最直接有效的拉近距离方

式，由于教师工作繁忙学生学业压力重，专业教师也可

以利用社交软件，线上线下相结合，及时了解学生的动

向和心理状态。

3. 专业教师应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于学科教学之中

课堂教学是教师参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主阵地

和主渠道 [4]。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老师在讲授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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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之余，可以穿插一些心理健康知识，潜移默化中引

导学生培养健康、积极的心态。如果遇到学生考试考研、

毕业、就业等生活重大事件节点，老师更应该有意识地

从言语上安慰、鼓励学生，减轻其心理压力，以此来预

防或初步干预学生的心理危机。

4. 专业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

首要确保自己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3] 学会

自我调节工作压力，在朋友圈等更新一些正能量文字来

彰显自己的生活热情，对学生起到一个正面的导向作用。

我们也鼓励专业教师考取心理咨询证书，提高自身的心

理危机干预能力。学校也可定期邀请心理咨询专家开设

专题讲座，提高专业教师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必要性

的认识。如此专业教师也可成为学校专业心理咨询老师

的坚强后备力量。

5. 建立专业教师与辅导员、班导师、家长的多方联

动机制

最后，在危机解除之后，专业课老师应协助辅导员

或心理咨询老师对学生的后续状态进行追踪和监控，必

要时也应与学生家长进行联络。多方联动，可以在下次

心理危机出现之前尽早预判、尽早实施干预，防患于未

然。这样也可帮助发挥辅导员和班导师的心理危机干预

作用。学校也可在教师团体内部定期组织开展专业教师

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经验交流，群策群力，共

同探索出更有效的干预方法和干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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