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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校受处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以学生干部作弊为例

倪　玲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江苏 丹阳 2123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在数量提高的同时各高校也在严抓教育质量。为了强化学生纪律

性，就需要加强对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学生的惩戒，包括警告、

记过、开除学籍等处分形式。虽然这些惩戒措施对约束学生的行

为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受处分学生的心理教育却要引起重视。

这部分受处分学生可能因为学校对他们心理教育的忽略，而成为

学校的“边缘群体”。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特别不能忽视因考

试作弊而受处分的学生带来的心理变化，要把心理疏导工作抓在

前面。引导学生积极走出来，正确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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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访学生干部作弊个案

（一）来访者作弊个案

来访者，女，2014 级学生，大一担任班级团支书和学院学生

会主要干部。2015 年 1 月中旬，学校正在进行全校规模的期末考试，

在最后一科专业课考试中因故意将试卷答案分享给后面的男同学，

被监考教师当场发现，送交教务处处理。

笔者接手他们班级时，他们已经开学升大四了。在查看班级

学生档案时，发现来访者的处分事件并与该生家长进行了联系。

刚开始来访者的母亲表示很诧异，他们不知道来访者大二作弊以

及不相信来访者会作弊。当天下午 3 点多，来访者母亲带着来访

者来办公室找笔者，向笔者表示该生这两年经常情绪低落，多次

表示“活着没有意思”，也带来访者去了几次医院心理科，一直

都没有查出来情绪低落的原因。

（二）来访者基本情况

笔者在知悉来访者的处分事件后，来到来访者宿舍了解情况。

来访者在大一刚入学的一段时间里，同舍友们以及班级同学相处

融洽。但从大二以来，因为在考试中发生作弊的行为，自己也不

愿再担任班级团支书，学习成绩也下降了，她渐渐变得我行我素，

所以在大二下学期已经申请了调换宿舍。在谈话过程中，来访者

多数时候眉头紧皱，时而情绪激动的控诉学校处理规定的不完善、

不合理，时而沮丧地询问笔者还有没有挽回的办法。

二、来访者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是该生因考试作弊而面临处分，从而引起心理的焦

虑。按照学校对学生考试违纪的处理规定，该生将被处以留校察

看处分，后期在没有犯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考研、考公务员、

出国留学等方式，解除处分并且拿到学位证书。由于考试作弊带

来自己未来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使其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变化。

（二）深层原因

深层原因是该生内心比较脆弱，生性敏感。来访者作为班级

学生干部，自身认知能力强，做事情认真谨慎，对自己有强烈的

期许，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和评价；当敏感性强烈的个体受到

处分，个体自身不能很好处理，再缺乏鼓励支持，这样的处分就

像天打雷劈一样，使来访者猝不及防，难以承受。

三、解决思路和实施办法

（一）定期约谈了解近况，时刻加强监护

发现学生这些情况后，主动与学生商定具体的谈话时间和地点。

在与学生的谈话过程中，认真聆听，并表示出老师对她的关心和重

视，语气要和缓，尽力不要让来访者因为害怕老师而拒绝敞开心扉

沟通。让学生知道，虽然作弊行为是不对的，但是只要真心悔改，

端正态度，好好学习，仍然能继续做一名优秀的大学生。笔者晚上

定期去该生宿舍查寝，时刻加强对其的监护。大四这一年她的状态

相对比较稳定，通过努力成功考取了一所重点财经院校的研究生。

（二）向有经验的学工处老师请教

在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后，及时反馈给学工处领导。请教学

工处老师，针对此种情况，如何对来访者进行教育挽救。学工处

老师耐心地将这件作弊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挽救方法告知笔者及

学生本身，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三）主动与家长沟通，及时反馈信息

通过与来访者家长的电话联系、当面沟通，充分掌握来访者

家庭成长背景、性格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分析来访者出现心理问

题的根本原因。同时，对问题成因进行综合分析，与家长配合一

起尽力引导来访者调适心态、建立自信，与同龄人和睦相处，努

力学习。同时，要求来访者每次外出时必须请假，严格按照要求

办理离校手续。

（四）同学团结友善，班干部关心爱护

来访者已经调整了新宿舍，在新环境下同学间的团结友善可以

帮助她重新面对自我，重新生活，减少孤单感。尤其是班级学生干部、

党员同学更应多关心，给予其温暖，协助她早日走出心理阴影。

四、案例反思

（一）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心理辅导队伍

要对高危学生的心理进行危机干预和开展预警工作，高等院

校要加强一线学生工作者的培训和教育力度，配备足够数量的专

业工作人员。这些专业人员需要学会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技巧，

定期开展心理测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活动，能够矫正和缓解

违纪学生糟糕的心理状态。

（二）作为一名辅导员，不仅要用诚心与学生交流，而且要

掌握必要的心理学知识

作为辅导员在与学生交流时，要让同学感到你不是在问责，而

是出于对他的关心。学生对于老师的单独约谈会存有一定的戒备心

理，如果辅导员掌握一些心理学知识，对学生进行适时、适度的辅导，

学生的心理问题就能及时得到适当的缓解，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五、结语

总之，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一直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作弊的学

生干部而言，其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面对的困难更多，需要辅

导员把握学生的心理动态，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切实帮助他们

走出心理困境，迎接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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