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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困难学生作为高职院校弱势群体之一，面临巨大的压力，且由于成长背景、社会环境的影响，学生极易产

生不同的心理问题，不利于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更会对学生全面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高职院

校应及时关注困难学生心理问题，并探索建立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本文重点探

讨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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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理危机，就是人心理的一种异常失衡，在大学

生群体表现为学生通过应对应激方法仍然无法有效处理

内外部应激时产生的心理反应。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心理危
机就是大学生面临某种事件时认为自己无法有效控制、解

决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状态，大大降低了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加强对困难学生心理问题的关注至关重要。接下来，
谈谈对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几点思考。 

1  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1.1  自卑胆怯 
自卑是高职困难学生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特征，困难学

生成长环境拮据、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兴
趣、能力、素养等方面的提升。所以，高职困难学生多知

识面狭窄，关于课本以外的内容了解很少，尤其是一些农

村、偏远山区的孩子，很多东西都没见过、接触过，如此
极易形成自卑胆怯心理。 

1.2  焦虑、忧郁 
高职院校无论是经济困难还是学习困难的学生，都存

在较重的心理负担，因为经济条件差、学习成绩差等因素，

无法实现家人、老师和自己的很多期望，尤其是在金融危

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学生花费父母的血
汗钱仍然得不到回报时，就异常内疚，加重心理负担，产

生焦虑、忧郁心理，如此难以客观、全面评价自己，对遇

到的人事物消极逃避，更甚者会形成抑郁症。 
1.3  疑心重 
高职院校很多困难学生担心老师、同学瞧不起自己，

多不希望被其他人发现自己的真实情况，将压力埋藏于内
心深处，变得敏感多疑、猜忌心重。常常将同学无心的玩

笑话解读为嘲笑、鄙视。将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解读为同

学在背后议论自己，如此不仅加重了自己的身心负担，还
容易伤害其他人的感情，不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4  内心封闭 
高职院校内不少困难学生因为经济条件拮据、学习成

绩差、外形条件不佳等等诸多因素产生自卑心理，不愿意

融入大学生群体中，喜欢独来独往。甚至很多学生为了改

变自己的现状，满足家人愿望、成为出类拔萃者，他们将
全部精力用于学习中，担心参加其他的活动浪费时间、钱

和精力，而不愿意与同学交流和交往，将自己封闭在自我

的小圈子中，久而久之，学生产生了社交恐惧症，长期自

我封闭，不利于学生的健康长远发展。 
1.5  思想行为偏激 
高职院校困难学生若无法对自己进行客观、真实的评

价，极易产生错误、偏激的心理定势，简单点说，就是对

周边的人事物形成负面、偏激的看法，导致思想和行为都

存在一定的偏激，更甚至会对社会、对他人形成戒备心理。
很多困难学生在自卑胆怯、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影响下产生

“晕轮效应”，常常以点概面、以偏概全，错误的认为教

师、同学忽无视了自己的优点，只关注自己不好的地方，
进而产生偏执的自我评价，长此以往，学生变得心胸狭隘，

容易冲动，在某种情况下会做出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

为，伤人伤己，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2  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具体对策 

2.1  建立针对性强的帮扶机制，找准干预最佳时
机 

当下，大部分高职院校对困难学生的心理危机干预都

是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并建立了“课程教学——网络平
台一对多联系——特殊群体一对一”的帮扶途径，从具体

实践来看，成效显著。高职院校在建立特殊群体“一对一”

的帮扶途径时，要结合困难学生认定方案、困难学生甄别
方法来对困难学生进行分类、定性。院校、院系应结合困

难学生的实际情况，从专业教师、班干部组成的帮扶团队

中选择最佳帮扶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配对，构建良
好的人际关系，不断提高“一对一”困难学生帮扶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一对一”帮扶途径应在心理危机出现之

前开辟，基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构建完善的心理
危机干预途径，从而不断提高预防性心理危机干预成效。

例如，“学校百名党员师生帮扶百名困难学生”就是“一

对一”帮扶途径的具体落实，以不定期联系、谈话等形式
为这些党员与困难学生形成最佳私人关系，引导困难学生

在出现心理危机之初能第一时间寻求最亲密关系人的帮

助，帮扶人及时有所作为，帮助困难学生度过难关。 
2.2  建立朋辈帮扶方式，满足困难学生心理需求 
朋辈帮扶方式就是以朋友、同辈同学为主体，由于同

龄人之间有相似的价值观念、相近的生活理念，且关注社
会、现实以及人生问题的角度相近，建立朋辈咨询帮扶方

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高职困难学生心理需求。 
相比专业的心理咨询，朋辈咨询方式的影响力、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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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强，困难学生认可度更高，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

入问题核心环节。朋辈咨询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民主性、自
主性过程，咨询主体与客体年龄相近、人生经验相似，且

语言表达方式一致，很容易得到困难学生的认可与接受，

并不会产生某些压力。高职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相比教师、
长辈的说教，他们更愿意接受朋友、同龄人之间的分享、

观点。再者，高职院校朋辈心理咨询员的榜样、典范作用

不可替代，这些咨询员与困难学生之间属于同学关系、朋
友关系，他们相互熟悉、互相了解，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构

件良好的咨询关系，并看到问题的实质，进而制定有针对

性的解决对策，如此不仅能提高咨询成效，还能避免浪费
大量的人力、财力。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应积极发挥朋辈

在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上的作用。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在开展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

作时，可建立以学生党员、学生会干部等为主体的朋辈咨

询团队，为每位困难学生分派一名特定的朋辈咨询员。但

是，需要朋辈咨询员掌握自己需要帮扶困难学生的具体情
况，但困难学生不知道，这里可以将朋辈心理咨询方式视

作一种有目的性的人际交往活动，在与困难学生的人际交

往活动中，引导困难学生主动、自愿向朋友倾诉自己的内
心想法，以消除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并以朋友

的身份、基于友情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朋友进行安慰、鼓励

和引导。 
基于时间层面，相比高职院校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中

心，朋辈心理咨询不受时间的限制，作为朋友，他们对困

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了解，如此就无需再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当事人一些细节情况，也无需再验

证这些情况的真实。且在当事人心理危机爆发之初，朋辈

就能以最短的时间及时干预，帮助困难学生战胜困难。基
于空间层面，不算是社团、组织等正式群体，亦或是朋友、

亲戚等非正式群体，他们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交往

更加频繁，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出现心理危机时，可以第
一时间进行安慰、鼓励和支持，帮助困难学生度过难关。 

2.3  构建完善的心理危机转介机制 
构建心理危机转介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当困难学生

出现严重的心理危机时，教师在获得当事人同意后，根

据高职院校现有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流程，将当事学生

介绍给相关的专业机构，让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学生的
心理危机程度进行评估、进行诊断，并制定行之有效的

解决对策。 
在完善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下，困难学生一旦

出现心理危机症状，一对一帮扶人、朋友帮扶人、班干部

要在第一时间内将学生的情况告知院校、院系心理健康专

业教师，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决定是自行决定还是转
介给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直至帮助学生度过心理危机难

关。心理咨询专业人员要精准判断学生的心理危机程度，

并基于此制定咨询与治疗方案，帮助学生消除危机的同
时，也要引导学生充分挖掘自身潜能，重塑信心，塑造健

全的人格。如果学生的心理危机程度非常深，那么要及时

转介到心理咨询机构或者医院精神科进行专业的治疗。 
2.4  建立完善的心理危机阻控机制 
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出现心理危机并接受处理治疗后，

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一旦出现新的刺激仍然会重新引
发危机，如此就要强化一对一帮扶途径、朋辈咨询机制的

作用，时刻与这些处于心理危机中的学生保持紧密的联

系。帮扶人、院校、相关部门要及时协调阻断这些引发学
生心理危机的人事物，控制住这些刺激事件的继续蔓延、

持续影响，直到学生心理危机完全消除，防止出现恶性事

件。 
2.5  构建完善的心理危机监控体系 
高职院校在开展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时，要对

处于治疗中的学生进行有效的监护，避免出现各种意外事
件。具体来说，根据危机程度构建不同的心理监护体系，

对于心理危机程度一般，能正常学习的学生，应成立寝室

帮扶小组，确保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困难学生的心理行为情
况；针对心理危机程度较深的且在治疗中，但能坚持学习

的学生，可成立班干部监护小组，甚至可要求家长全程陪

伴监护；针对心理危机程度严重的学生，要第一时间通知
学生家长，将安全责任移交给家长，院校必须对困难学生

实施全天候监护；针对存在自残行为、精神问题发作的学

生，要与家长共同将学生移送至相关专业心理咨询机构、
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困难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效率

与水平直接关乎教学管理工作成效、校园稳定，甚至对学

生的生命安全、健康成才具有重要的影响。当下，高职院
校应及时掌握困难学生存在的实际情况，并全方位、多角

度构建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充分发挥各种不同角色

在困难学生心理干预工作中的作用，消除困难学生各种心
理问题，帮助学生健康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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