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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下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研究
陈思旗

（广东科技学院，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学校作为培养社会所需要人才的重要场所之一，不仅

要做好教育指导工作，同时也要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在学校中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就需要及时针

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思政教育工作，在做好学生心理疏导的基

础上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保障自身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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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校园突发事件的不断产生，使得人们对校园安全、

学生心理健康、思政教育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升。因学校、学生

有着较强的特殊性，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很容易对学校自身发展、

学生心理健康、思想观念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就需要做好突发

事件分析与研究工作，结合具体情况，找出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思

政协同教育切入点，为学生未来工作、生活奠定牢固的心理健康

与思想基础。

一、突发事件下做好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发展下学生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学校中只

有掌握变化发展情况，关注学生真实想法与心理状态，才能制定

出有效的协同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由于大学生正处于

信息敏感阶段，在面对网络舆情时心理、思想等很容易发生变化。

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出现以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学生逆反心理、

抵触情绪不断提升。因此在学校教育中需要从做好心理健康与思

政协同教育出发，确保学生能够正确面对突发事件发生以后的情

况，避免从直观角度根据自身思维来理解事物变化。教师在开展

心理健康与思政教育时，应当帮助学生学会反思自身的不足，端

正态度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事物发展，实现身心健康发展目标，

不断提升思想道德意识。

二、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发展现状

（一）协同教育意识不强

现如今学校对学生心理健康、思政教育的重视度有了明显提

升，但是在实际中却存在教育方向不准确、教育措施深度性不足

等问题。因长期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一些教师在开展心理

健康、思政教育工作时存在协同意识不强等问题，直接将心理健

康教育划入到心理教师的工作范畴，而思政教育则是思政专业教

师、辅导员等工作。由于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协同教育认

识不准确，在日常教学中并未及时更新教育理念，加之教师自身

专业教育经验不足，使得心理健康与思政教育效果难以满足预期

目标。其次，在学校中针对教师所指定的考评机制主要以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专业技能发展情况等来提出的，很少涉及

到学生心理健康、思想观念发展情况等方面。也正是受到这一考

评制度的影响，使得部分教师在教学中习惯将重点放在知识、专

业技能传授等方面，并不愿意在课堂中过多开展心理健康、思政

教育工作，使得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二）教育活动单一

针对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对学生未来发展有

着积极影响，但是在实际中虽然教师已经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与

思政教育，但是所设计的教育活动形式却存在着枯燥、单一等问

题，与学科之间的融合过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

思政教育的认识。在开展教育活动中，部分教师将重点放在完成

心理健康与思政教育任务等方面，并未从学生的兴趣点等方面来

创设教学活动，所设计的教学形势趣味性、多样性不足，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当学生长时间处于枯燥、程序化的学习活动以后，

自身的学习热情不断降低，最终也就降低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

教育的效果。

（三）学生主体性难以展现

在教育改革背景下，许多教师已经认识到更新自身教育思想，

针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并形成了教

育方式创新意识，但是在实际中却存在着落实效果不佳、方法与

手段不合理等问题。且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习惯占据课堂主

体地位，通过对所收集的教学资料进行分析，完成教学活动准备

工作，直接将学生导入到教学过程中，并针对结果等进行指导与

规划。但是从实际上来讲，这种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同时也影响到了学生主体性的体现，在学习活动中学生只能按照

教师所预设的内容进行学习，自身思维发展、创新意识难以提升，

不仅降低了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到了对思政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的态度。

三、突发事件下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措施

（一）加强与日常教学之间的联系

大学生正处于思维快速发展阶段，在面对周围世界时很容易

表现出抵触心理，尤其是在发生突发事件以后，会产生出比较烦

闷等心理。加之事件出现后受到防控要求等隐私的限制，表现出

了不满、消极等态度。因此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中，

应当从日常教学出发，做好教育渗透工作。开展心理健康与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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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教育应当坚持从长期发展角度出发，避免出现过于急切等心

理，而是需要营造出适宜的教育氛围，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教育过程中需要挖掘学科教学内容，采取高效的教育方法做好

环境创设工作。第一，设计合理化教育目标，从心理健康与思政

协同教育细节出发，确保目标的针对性与准确性。如果教师所设

计的教育目标过于笼统，很容易影响到教育实践效果，如果所设

计的目标范围过于狭小，势必会限制学生的思维发展。因此教师

在设计教学目标时需要针对学科教育内容进行研究，确保目标设

计的针对性，在课堂中可以借助小目标的方式来指导学生，在全

面落实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的基础上提升对学生的教育效果。

（二）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只有将最为先进、热点的内容引入到教学中，才能让学生在

思考、探究中提升辩证思维能力，学会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与处

理问题。因此教师需要及时掌握学生的心理发展情况，明确学生

思想态度变化特点，找准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切入点，保障

教育的时代性，激发学生思考欲望，让学生在参与问题探究、辩

证面对问题时提升学习效果，实现教育目标。由于大学生有着好

奇心强、对新鲜事物兴趣较高等特点，所以教师需要利用学生的

这一特点，确保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的实时性。通过将时事

热点问题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在展现问题启发作用的基础上将学

生带入到思考与探究活动中，逐渐强化学生的思考能力。教师要

及时观察学生，掌握学生兴趣点，做好教育活动延伸工作。在创

新教育形式时，还可以借助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来吸引学生，确

保学生思考深度的合理性，在对比与分析中产生出正确的心理，

端正学习态度，加深对热点问题的认识。

（三）及时进行教育疏导

首先，做好心理疏导。针对学生心理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在心理疏导过程中教师应当及时

发挥自身引导作用，确保学生能够始终向着健康方向不断发展。

如可以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层面出发，借助情感交流做好教育

工作，保障交流的深入性，借助高效的教育方法提升学生认知层

次，为学生意志力提升奠定基础。为提升心理疏导实效性，还需

要及时掌握学生认知情况、对问题的处理能力以及思维发展特点，

从而选择学生能够接受的疏导教育方法。其次，做好思政引导工

作。针对大学生开展思政教育时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端正思想态度，

在明确思想本质、内涵等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态度。思想的本质

其实就是人在面对社会关系总和时所表现出的反应，且这一本质

属性与人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因思想有着较强的可塑性、时代性，

因此教师在开展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时需要从把握思想本质特点出

发，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强化学生的精神层次。在

思政教育过程中教师还要调动有效教育因素，及时帮助学生消除

负面因素，在做好思想引导工作的基础上找出思政教育切入点，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保障教育的针对性。

（四）挖掘适合的教育资源

突发事件的产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工作开展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为教育提供了新的资源。通过合理使

用教育资源，能够让学生产生出强烈的共鸣，同时也可以充实教

育资源信息，提升教育的深度性与广泛性。可以让学生正确认识

到在面对危险时应当保持怎样的态度，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正确

理解生命等问题，让学生认识到只有保持积极的态度与心理，才

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学生通过探讨思想道德伦理观念等问题，能

够逐渐加深对思政知识的认识，在深入学习中实现教育目标。为

了提升教学的新颖性，教师还要合理利用不同渠道，及时与学生

沟通，掌握学生的思想变化情况，在沟通过程中需要借助图片、

视频等资源，及时将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资源展示出来，做

好问题设计工作，确保教学的深入性。此外在教学中农教师还要

挖掘适合的网络信息资源，确保心理健康与思政协同教育的高效

开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突发事件的出现必然会对学生心理、思想观念等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学校中就需要从做好突发事件下心理健

康与思政协同教育研究工作入手，建立出有效的教育机制与模式，

针对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思维观念等情况进行分析，提升教育

的针对性，促进学生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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